
! ! ! !上海小三线是在 !"世纪六七
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
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
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
设起来的以生产反坦克武器和高射
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
地。从 #$%& 年选点筹建开始，到
'$((年调整结束，在历时 !)年的
时间里，上海小三线逐步发展成为
全国各省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
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
产为主的综合性的后方工业基地，
共有在册全民所有制职工 &*+""余
人，家属 '%"""余人，集体所有制职
工 '&""人。*万余名上海小三线职
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远赴皖南和
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
是建出了一方天地。这 !)年的时
间，上海小三线职工在皖南的生活
状况是怎样的呢？

“用的都来自上海”
上海小三线虽然建设在皖南山

区，但是职工的吃穿用基本都是靠
上海供应。在那个凭票供应的特殊
年代，上海小三线的职工虽然地处
深山，却依然能够享有独特的物资
供应。
在小三线，职工能够通过设在

厂里的小卖部获得肥皂、火柴、香
烟、草纸外，还能买到毛巾、手帕、民
用线、电筒、电池、牙刷、牙膏、肥皂
粉、香皂药皂、胶鞋、塑料鞋、面盆、
铝锅、口杯、热水瓶、针、纽扣、铅笔、
铱金笔、练习本、信纸、信封、部分纸
张、糖果、食糖、防暑降温用盐汽水
等几十种日常用品。

对于一些货源不足的商品，上
海商业部门也是优先供应小三线职

工，甚至在实际供应中，有些商品的
供应标准还超过了上海市区。比如
上海的蜜橘上市，小三线职工都是
一铅桶一铅桶供应的；一些紧俏的
商品如香烟、酒等上海是严格按照
计划供应的，而小三线都是多给的；
有些职工并不抽烟，但依然每隔几
个月一次性拿到了 '&包的供应量，
最多的时候有 %"包，这在上海是不
可想象的；每个月发的自行车票，上
海每 '"个人发一部，小三线职工每
'"个人可以发到两部，比上海标准
翻一番；鱼、肉等副食品，上海如果
人均一斤，小三线职工的供应量就
是一斤一两或一斤二两。

“与当地人物物交换”
既然上海对小三线职工的供应

量要超过正常的标准，那么多出来
的东西怎么办呢？小三线职工也绝
不浪费，为这些日用品寻找到了新
的出路。皖南当地淳朴的民风、丰富
的土特产使小三线职工看到了以物
换物的机会，从当地农民手中换取
商品，互惠互利的民间交易在小三
线开始盛行。比如企业本来是不需
要化肥的，但还是申请了，拿到后就
去和当地人换大闸蟹；来自上海的
肥皂比安徽的要好很多，据当地人

说，安徽的肥皂用了半块之后就搓
不出泡沫了，所以当时一块上海肥
皂，可以在当地人那里换到 !"个鸡
蛋；而像糖、肥皂这些在当地供应很
紧张的商品，都成为小三线职工换
取芝麻、花生、山核桃等土特产的法
宝。每到春节的时候，小三线职工便
带着换来的特产返回上海，这些东
西在上海是限量供应的。在职工眼
里，“当时还是计划供应，香烟、白
糖、洗衣粉、肥皂，都是要凭票的，当
地基本就买不到。当地农民就拿农
副产品跟小三线职工去换，小三线
职工用不掉的像飞马牌香烟，就去
换农民的农副产品。”
在职工眼里，皖南当地的消费

水平是远低于小三线的，向当地人
购买农副产品成为小三线人改善生
活的不二选择。那时，当地的东西很
便宜，花生三毛钱一斤，鸡七毛钱一
斤，小核桃六毛钱一斤，糖炒栗子三
毛钱一斤，鸡蛋五六毛一斤，大闸蟹
八毛钱一斤，冬笋三四毛一斤，职工
们纷纷到周围的村子里去买。
在当地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摆上

餐桌的东西也成为了上海职工嘴里
的美味佳肴，螃蟹、黄鳝、甲鱼等被当
地民众视为“异类”的农副产品，很快
便成为了小三线职工改善生活的首

选，节假日、周末便成为职工们打牙
祭的日子。下河、下田捉到蟹、黄鳝
等，没有锅就用大铜壶放进去蒸、煮，
两个人能吃一壶大闸蟹，一次八个十
个地吃。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发生
在皖南山区，就和上海人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在安徽人的眼里，小三线往
往就是“小上海”的代名词。

“自力更生改善生活”
虽然小三线职工有上海的商品

供应，基本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但对
于日常饮食所需的蔬菜、肉类等保
质期要求比较高的食品，却不能仅
仅依靠上海的供应。为了自力更生
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小三线的职
工可谓是想出了各种方法。
蔬菜在当地怎么买呢？在原小

三线险峰光学仪器厂党委副书记储
瑛娣看来，买菜的感觉就像是生活
在共产主义社会，“每天都是后勤去
市场上了解信息，最近市场上有什
么菜弄块黑板写上挂出去。职工每
家每户发一个号头，你家篮子号码
写上去，自己写张纸头，我几号篮
子，黑板上这些菜要什么菜数量多
少，然后后勤把全部篮子统计起来，
青菜 '""斤、萝卜 &"斤的去采购，
采购回来按照单子数量给你放进篮

子里，下班以后你就去付钱。有的菜
没买到，就写你今天要的菜没有
了。”长期养成的买菜方式使得小三
线职工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无论
是买菜、还是买水果，量都很多，唯
恐市场没有卖。
在小三线职工努力改善自己生

活的同时，小三线企业也没置身事
外，想尽各种办法改善职工生活，利
用各种人脉关系为职工解决吃菜难
的问题。八五钢厂后勤科科长人脉
很广，利用他自己的关系为厂里的
职工弄到了海鱼，为了招待别人，把
他的的确良衬衣和中山装都卖掉
了。由于当地商业部门不能保证供
应，职工需要的副食品很大一部分
靠后勤人员各显神通，自行采购。设
在祁门县的朝阳厂，'$*)年吃肉一
万三千多斤，其中三分之二是自行
采购来的。有的到农村集市和生产
队直接采购。有的靠老熟人、老关
系，派出车辆东到宁波、上海、扬州，
西到九江，北到蚌埠等地采购。
经常到各地采购生活所需并非

长久之计，“求人不如求己”，小三线
企业开始组织职工种菜、养猪，以满
足自己的需求，利用荒山荒地垦荒
种菜，利用食堂的泔脚水养猪，补充
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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