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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记忆天津最早的工人新村
新中国成立后，全

国百废待兴，工人干劲

儿十足，职工住房条件

却十分恶劣。为了解

决工人的住房问题，

1952年，天津市政府

决定在全市建多个工

人新村，这些工人新村

分布在中山门、王串

场、丁字沽、吴家窑等

地。想要彻底解决职

工住房问题，还是必须

依靠国家的统一规

划。那么，工人新村建

设背后有哪些不为人

知的故事呢？近日，记

者走访相关专家寻找

答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教授王凛然之前研究过一个课
题，是关于1949年以后天津城市发
展与社会变迁研究，在查阅相关的史
料过程中，他发现1949年之后，天津
建设了全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人新村，
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历史
事件，因此，王老师沿着这个方向，进
行了更多的探索和研究。

1951 年开始，改善工人居住环
境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在大城市开
展的一项紧迫工作，天津便是这众
多城市之一。根据当时的财政状
况，经过全国各大区财委会主任会
议讨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确立
了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几项基本
原则。“一是国营厂矿的宿舍，大概
分 3 到 4 年来解决。二是限于当时
财力和条件的限制，我们执行的是
因陋就简的政策。三是国营企业

和中央企业是由国家负责，省市和
大区的企业是由省市和大区负责，
私营企业由私营企业和社会层面
来协助解决。”

1952 年，一口气建成五万间工
人宿舍，对于刚刚获得新生、百废
待兴的天津而言，需要克服四方面
的困难，第一，建筑用地困难；第
二，建筑用料的困难；第三，建筑资
金的困难；第四，建筑工人的困难。

这四道难题，成了当时面临的
棘手问题。对于建设资金和建设
用料的困难，中央也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以建设资金为例，最终确定
的经费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来自中
央及国营企业经费，而很多在津中
央和国营企业费用是需要中财委
批准的。

此外，节约适用原则也是当时
解决资金的重要方法。在工人新村
的设计标准方面，改变了过去旧的
试图一劳永逸的工程设计标准，按
照工人实际需要和现有财力重新进
行施工设计，避免了铺张浪费和不
切实际，事实上节省了不少资金。

为了顺利完成工人宿舍的建设
工程，天津市建筑管理委员会应运
而生，负责建设、管理工人宿舍的
所有事宜。为了协调各方事宜，参

与建房的各厂也成立了建筑委员
会。棉纺一厂建筑委员会成立了
工地办公室，抽调 47 名干部及工
人组成了工程、材料等 8 个小组，
分工负责。同时，各厂积极组织工
人参加义务劳动。天津钢厂的二
百九十多个工作成绩优良的运输
装卸工人组织了一个义务劳动大
队，分成七个组，每天有两个组参
加工地劳动。他们主动协助建筑
工人刨槽，每人每天都挖五立方米
的土才算完成任务。棉纺一厂职
工积极参加义务劳动，瓦木及机动
部工人主动提出在该厂建筑地段
内平垫地基时多做工作。很多职
工家属也被发动起来，棉纺五厂数
百名职工家属集体到工地拔草、拾
柴火。

解放翻身使得建筑工人的劳动
热情有了很大提高，工人加班加点
工作。刚开始，为了赶在雨季前建
起大批房屋，而且既要保证工程质
量，又要做到省工省料，降低建筑
成本，建筑工人们就发起了爱国生
产竞赛运动。

1952 年，天津超额完成 5 万间
工人宿舍的建设，约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在规模上是当年全国最大
的，在时间上几乎与上海同步，走
在了全国前列，有些建设经验起到
了示范作用，为后续其他城市的工
人新村建设提供了经验。

天津市人民政府 1952 年的工
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工人新
村的建筑，对于当前解决工人无住
房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对保障工
人健康、发展生产也是有极大意义
的”。工人新村的建设使得党和政
府 赢 得 了 人 民 更 大 的 认 同 和 拥
护。新中国成立初期，短短几年，
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住进了新
村。对待人民，新旧政权给大家的
感受是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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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5日，天津，这座华北
重镇在战火中重获新生，但同时又面临
着房屋普遍失修、破漏严重等问题。房
屋失修、环境不好等问题并不是天津独
有，而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当时全
国各大城市非常普遍。

丁字沽原本是老天津七十二沽之
一，过去叫丁字沽村，是一个人口不多
的小村落，后来靠近北运河这一片儿被
称为老丁字沽。从1953年，丁字沽工
人新村建成至今，60多年过去了，尽管
这一区域的房子经过了几番改造，但基
本格局没有变化。“在丁字沽这一带，可
以看到上世纪50年代，天津城市生活的
标本样板。”红桥区丁字沽街六段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智告诉记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振兴工业，加强
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随着城市职工数
量的快速增长，职工和家属的住房困难
成为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当
时，天津职工的住房条件究竟是怎样
的？大伙儿如何绞尽脑汁自己想办法
改变困境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河
东区中山门工人新村博物馆，在这里，
见到了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万
鲁建。据他介绍，这个博物馆反映了天
津解放初期工人新村的一些建设情况
以及历史变迁。

根据天津市统计局统计，截至
1952年，天津工业企业数量比1949年
增长72%，职工人数增长60%。而随着
工人数量的增加，工人就近居住和建设
工人宿舍的需求更加紧迫。天津解放
后，各工厂虽然建设了一些工人宿舍，
但是数量较少，且主要是几个国营大工
厂。而中小型企业工厂一般很少建房
或者根本没有建房计划。

天津解放的时候，很多小的公营企
业主，要么破产了，要么工人失业了。
本来经营已经很困难，加上建房是一笔
很大的支出，各企业和个人没有足够的
能力承担。此外，土地问题也难以解
决。除了部分国营工厂有空余土地建
房外，其他工厂普遍缺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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