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州府哈
特福德市的马克·吐温故居参观，竟有一
项意外收获，那就是，马克·吐温不仅为世
界文学宝库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还为世人
留下一笔人生“警示性遗产”。
马克·吐温故居位于福明顿大道旁的

山坡上。这是一栋哥特式红色砖木结构
三层楼。据说，这栋造型独特、充满艺术
创意的建筑是马克·吐温亲自设计的，他
曾在此生活了18个年头，一生中的主要
名著都诞生于此。
我随人流从一楼到二楼、三楼，对各个

房间的造型、家什的安置摆放匆匆浏览一
遍，对马克·吐温当年的起居、创作粗略了
解一番，可谓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当大家走出正门时，导游提醒说还有

地下室呢，有兴趣的可以从侧门下去瞧瞧，

当然了，地下室没有风景，阴暗潮湿，味道
也不清新。听了导游的话，人们对地下
室顿时失去兴趣，纷纷去看风景了。不
远处，鸟语花香，动物成群，弯弯的派克
河缓缓流淌，清清的河水犹如少女的甜
喉欢乐歌唱。
不远万里来到哈特福德，就是来仔细

品味马克·吐温的，于是我独自来到地下
室。乍一看，地下室确实没啥风景，光线昏
暗，空气不爽。但是，地下室中央摆放着的
一台生锈的旧式排版印刷机吸引了我。印
刷机旁摆放着两排旧长凳。我想，这台旧
式印刷机一定有故事。
讲解员向我笑笑，说：“非常欢迎您深

入底层，‘万丈高楼平地起’，底层
隐藏着看不见的风景。先请您在
旧凳子上坐下来，沉思片刻。”
我坐下来，但不知沉思什么。
讲解员接着说：“好吧，还是

让我这个多嘴的女孩先说吧！很
显然，这儿没有留下马克·吐温与
爱妻亲吻拥抱的甜蜜旧照，也听
不到马克·吐温戏逗孩子们的

快乐欢笑。这里，留下的是一台旧式印
刷机。然而，它却一刻不停地‘印刷着’
马克·吐温的痛苦与不幸！地球人都知
道，马克·吐温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是，
当年他还有别的梦想。很遗憾，他的梦
想出了偏差。他曾不满足自己的写作生
涯，脑袋被当时的市场之风吹晕了。他
看到有人一夜之间暴富，于是也想迅速
发家，快挣钱，挣大钱。觉得靠写小说难
成亿万富翁。马克·吐温十几岁时曾当
过印刷工，他见有人搞印刷挣了大钱，便
突发奇想，认为自己才有理由成为印刷
界的大富翁。但是，他却错误地估计了
当时的印刷市场，结果，一赔再赔，使自
己的晚年陷入绝境，不得不卖掉这座让
他辉煌让他兴奋的高档别墅去抵债，成
为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悲凉而孤独地

流落他乡。”
最后，讲解员加重语气说：“朋友，我

们不但要记住马克·吐温的文学辉煌，同
时也要记住他人生结局的悲凉。一半辉
煌，一半悲凉，这就是马克·吐温。他可
以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但却难以成为
一名实业家。请您将这台旧式印刷机留
在您的脑海中吧。因为，它是马克·吐温
留给我们的一笔沉重而有价值的人生
‘警示性遗产’。”

地下室没有风景，但它却在我的心中
铭刻下深深的烙印。
马克·吐温临终时坦言：“我步入市场

的失败，就是没有认清‘我是谁’！”

马克·吐温的
“警示性遗产”

武宝生

上世纪80年代，不少法国电影都
通过译制片的方式和中国观众见面，
本周推荐的佳片就是上映于1980年、
1989年作为译制片引进中国的法国经
典喜剧电影《伞中情》。
《伞中情》是法国喜剧电影行当的

一次强强联手，除了国宝级导演热拉
尔·乌里，该片男主角的饰演者是法国
著名喜剧演员、曾获法国公民最高荣
誉“法兰西荣誉军团勋章”的皮埃尔·

里夏尔。这部影片是这两位喜剧
大师的第二次合作，他们第一次合
作的影片是1978年的喜剧电影《欢
喜大逃亡》。

皮埃尔·里夏尔出生于 1934
年，今年已经90岁了，他被认为是
法国影史伟大的男演员之一，其演
艺事业高峰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1973年，皮埃尔·里夏尔主演的喜剧悬疑电影《金
发大个子》获得第2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
并最终斩获银熊奖，他也凭借此片扬名国际影坛。如
今高龄的皮埃尔·里夏尔依然有电影作品产出，去年
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就是他参与演出，由约翰
尼·德普主演的历史传记电影《杜巴利伯爵夫人》。
对于喜欢译制片的中国观众来说，皮埃尔·里夏

尔绝对是一个熟悉的法国面孔，他主演的电影如《伞

中情》《难兄难弟》《公鸡奏鸣曲》《纯属
巧合》《金发男郎》等都曾作为译制片被
引进国内上映，几乎占据了当时法国喜
剧电影译制片的半壁江山。

在《伞中情》中，皮埃尔·里夏尔饰
演一个拼命推销自己获取演出机会的
喜剧演员，阴差阳错被当成了冷血杀
手，参与一个刺杀任务，而这个脑袋不
太灵光的喜剧演员误以为这是在拍
戏。因为身份的错位，引发笑料不断。

身份互换和身份差异造成的戏剧冲突，虽然在电影中
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创意，但不同类型的电影仍然常
用这个桥段，《伞中情》就是其中之一。
喜剧演员如何同正牌杀手展开周旋？误入刺杀棋局

的他又将如何脱困？就让我们重温经典，一起走进皮埃
尔·里夏尔事业高峰期的喜剧电影代表作《伞中情》。

8月31日22:22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伞中

情》，9月1日15:25“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伞中情》：
身份错位的经典喜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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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母亲回忆录时，发现她对 1952
年夏天发生的事有这样一段记叙：“那
天，送母亲回俵口，她突然哭了。问她咋
啦，说是舍不得走，歇（稀）罕孩子。”那孩
子是我，当时不满周岁。1949年4月，父母
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被分别分配到天津
市公安局治三处和武清县（今武清区）妇
联工作。父亲的宿舍在鞍山道与河北路
交口的消防队。我在消防队出了满月，
就被母亲带到她工作的杨村。姥姥便从
宁河俵口赶到武清杨村看望闺女和外
孙。姥姥 29岁守寡，仅母亲一个孩子，
年过半百才盼来家里添丁，当然歇（稀）
罕得爱不释手。
后人恐怕永远也体悟不透前辈的

疼爱。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街坊邻居
都说，姥姥最疼爱的就是我。究竟疼爱
到什么程度，我似乎至今也觉不太出，
不过她给我做的饭倒是这世上最好吃
的，是迄今任何佳肴美馔、山珍海味都
无法超越的。
上小学的前一年，母亲从杨村调到天

津，我们在沈阳道80号安了家。对这个大
院，邻居潘亚军曾在网上撰文回忆：“院很
大，两排日式尖顶平房，每排8门，每门4
间，有后院，一般住两家。我们住的正对
门，是有名的天津建党人于方舟烈士的
家。其外孙叫阎晓明，是鞍山道小学的，
比我高两届。于方舟就一个女儿，女婿在
消防队当警官。”搬进这个充溢着烟火气
的大院，我家才有了开伙做饭的历史，姥
姥当然是唯一的厨师。
不知是因嘴馋等不及饭熟，还是因

爱缠姥姥离不开她，姥姥做饭时我总会
围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当时家里经济
状况差，父亲还要担承我伯母和三个未
成年堂兄的生活费，所以我们很少吃
荤。有次我跟姥姥去买肉，只提回窄窄
的一条。她将那小条切成碎丁，又把从
俵口带来的干蘑菇泡透，一起炒，再加水
加米焖成干饭。食材虽少，却是我的天
下第一美食。当时就问姥姥，她吃过最
好的饭是什么。她说是银丝卷。那时我
们全家都没吃过，也没见过，便问她银丝

卷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她说是一种花
卷，里边藏着很多很细的面条儿，是姥爷
的一位兄长前两年请她到饭馆用餐时吃
过的，本想带一个回来给我，却又不好意
思。我从此便认定银丝卷是一种高档
食品，后来每每吃时总有一种神圣
感。她也问我最爱吃的是什么。我说
第一是姥姥焖的蘑菇肉饭，第二是姥
姥煎的白雪虾饼，第三是姥姥做的棒
子面饽饽炖鱼头。姥姥听着特别开
心：“真觉着姥姥做的饭最好吃？”“嗯
呐！”“没糊弄姥姥？”我真的没糊弄姥
姥，她虽来自乡间，农妇的身份和角色始
终没有变过，但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几
款农家饭，对我而言却是这世上最好吃
的珍馐了。长大以后甚至老了以后，尽
管物质世界早已丰富得令人目不暇接，
却在任何餐厅酒店也寻觅不到姥姥的美
食。思思念念中便时常学着姥姥的程序
去做，可总也做不出姥姥的味道。
白雪虾是姥姥的叫法儿，其实就是当

时最便宜的小河虾。她用面糊和旱萝卜
丝搅拌后摊在锅里煎成小饼。虾多面少，
看上去就是一层密密麻麻的小虾米，仅用
面糊将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与其说是虾
饼，还不如说是炸虾。但炸小虾吃起来特
费事，须一只只地用筷子夹，既麻烦又不
过瘾。这小饼一口下去可以吃到很多虾，
极香，极脆，极解馋。技巧就在面的用量
上。我做的虾饼，不是面多就是面少。面
少时，虾就粘不到一起，一煎就散，成了挂
着面糊的炸虾；面多了就真的成了饼，闹

不好还弄成了面疙瘩。
姥姥之所以要做棒子面饽饽炖鱼

头，是因她的户口在农村，生产队每年慰
问烈属时，就派人骑百十里地自行车驮
半麻袋七里海的鱼来。每次做好饽饽熬
鱼，她就专拣鱼头吃，把鱼肉都留给我和
爸爸妈妈妹妹。于是我便眨着眼说最爱
吃鱼头，姥姥一听赶紧就把鱼头往我碗
里夹。有一次我听见对门潘奶奶问姥姥
“外孙爱吃嘛”，姥姥就说“我们‘明’最爱
吃鱼头”。我也就将计就计地说最爱吃
棒子面饽饽炖鱼头了。
度荒那几年，粮油肉蛋供应紧张，我

家却并不缺蛋，因为姥姥养了一群鸡。那
时在和平区这个市中心也是不准养鸡的，
姥姥能够养鸡的秘密全在我家独特的“地
利”条件。据说大院的日式平房过去都铺
有木地板，是日本人偏爱的榻榻米。我们
搬来时，有的住户还保有原地板，有的已
是水泥地面了。唯我家，木地板拆了，水
泥地却没铺，天然泥的地面已被踏得黢黑
溜光，却又坑洼凹凸。有一年春节我到大
院各家拜遍了年，才切实体会到我家原生
态居住环境的独树一帜。姥姥原本是为
我买十几只小鸡当玩具的，不承想小鸡竟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在铺凳架铺板
的床底下，泥土地就成了鸡们嬉戏的乐
园。虽在后院用拾来的砖头搭了鸡窝，但
它们却仿佛只愿在床下生蛋。姥姥最喜
欢喂鸡，爱看它们精神抖擞点头啄食时的
生龙活虎，而每天替姥姥钻到床下去够鸡
蛋则是我的一大乐事。我家就这样成为

大都市一隅极为罕见的人禽共居的空
间。后来，政府将姥姥的户口从农村迁到
市里，并派和平区房管站将我家的天然黑
土地面改进为水泥地面，我和姥姥的“鸡
趣”也不得不由此终结。那躲在床下偷偷
生蛋的老母鸡，那飞上后院墙头昂首高歌
的大公鸡，那被我轰来赶去的鸡群，全都
被宰烹于锅。姥姥难受得抹着眼泪拒吃：
“早知这样就不迁啥城市户口了！”她并非
舍不得那几枚实惠能吃的鸡蛋，而是珍爱
那些个活泼泼能飞能跑、能互啄逗闹、能
打鸣下蛋的生灵啊！

一次我在大院柳树下拣到一只雏鸟，
在它腿上系了小绳扽着玩。姥姥立马让
我解开那绳，熬了一点白面稠粥，晾凉后
用小树枝儿着喂给它吃。那鸟将嘴张
得奇大，姥姥把粥塞进鸟嘴，再用树枝轻
轻一抹，鸟便将粥吞了下去。姥姥说，就
盼着这小家伙能飞起来，好去找自个儿的
家大人。可是，那鸟终究没能喂活。“唉，
吃不上可口儿的饭，饿的呀！”姥姥叹了叹
气，将鸟埋在后院的紫茉莉下。望着姥姥
难过的样子，我说：“等我长大挣了钱，给
鸟买最好吃的银丝卷！让姥姥养好多好
多鸟，养叫得最好听的鸟、飞得最高的鸟、
能和家大人在一块儿的鸟！”
然而，这个梦终究未能等来兑现的那

一天。我送给姥姥的最后一餐，不是她最
爱吃的银丝卷，而是滚烫于砂锅中的几勺
小米粥。那日，又随母亲去探望住院的姥
姥，路过冯奶奶家，她拦住我问姥姥病情，
听说已不能吃饭，忙回身从炉上端起小砂
锅：“刚熬的！给姥姥端去！用调羹喂！”
递给我小瓷勺的时候冯奶奶便哽咽开了，
“你姥姥最疼的就是你啊！”

总也买不到银丝卷！这么怨恨着自
己，双手捧着那只炽热的砂锅，一路小跑穿
越八个路口赶到病榻前。姥姥已无力说
话，虽吃不下，见我举着小瓷勺，便张开了
嘴，尽管吞咽得极痛苦，却也给了我一丝甜
甜的笑……
小米粥，是我喂给姥姥最后的美食

吗？那笑，才是姥姥留给我的最后美食！
题图摄影：沈书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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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刘云若、李燃犀等作家
早已有书写天津本土文化的作品，不过津味儿文
学的概念却是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兴起，原先
指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等作家描摹天津地域文化
的作品。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日益蓬勃发展，传
统的网络文学大都擅长架构宏阔的虚拟世界，与
津味儿文学原本相去甚远；不过，近年来，网络
“大神”天下霸唱的一些作品，比如《河神：鬼水怪谈》《火神》《崔老道捉
妖》《窦占龙憋宝》等，聚焦天津历史文化，津味儿与网络文学碰撞，给读
者带来了不少惊喜。
这些网络文学作品首先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地理空间。比如《河神》一

开场引用了一个顺口溜：“九河下梢天津卫，两道浮桥三道关；南门外叫海
光寺，北门外是北大关；南门里是教军场，鼓楼炮台造中央；三个垛子四尊
炮，黄牌电车去海关。”通过罗列一系列标志性的城市意象，瞬间营造出了
民国天津的历史氛围。而之后发生的种种离奇故事都与海河相关，更是
突出了天津与水相依相生的城市文化特质。与纯文学相比，津味儿网络
小说中构建的是一个多重时空、多元文化并行的天津空间。其间，有读者
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百姓们为日常衣食住行劳碌奔波；除此之外，在现
实的缝隙中，天下霸唱聚焦超现实的世界，又延伸出了神秘怪异的民间世
界。这种虚构空间的方式常常让人联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志怪传统，
尤其是经典之作《聊斋志异》。不同的是，天下霸唱将许多超自然的现象
纳入了现代科学阐释的轨道，现实世界与奇幻世界无缝衔接了起来。
人物形象方面，津味儿网络文学亦沿袭了纯文学中奇人的人物形象设

置。纯文学一般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奇人大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
在某种生存技能上精益求精，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津味儿网络文学中的奇
人则有所不同，他们不仅有超凡脱俗的生存技能，而且额外掌握了一些奇异

的本领，这些本领与中
国传统文化相关，涉及
一些神秘未知的领域，
比如河神郭得友不仅
水性好得出奇，还能
“点烟辨冤”。有意思
的是，纯文学作品格外
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
作为主人公的奇人大

都达到了比较高的
道德境界。他们爱
国敬人，崇尚道义，
道与技在他们身上
实现了完美统一；次之者即使有些怪癖，也无伤大雅，反倒成就了奇人个
性鲜明的形象特色。而在网络文学中，作为津味儿重要表现载体的奇人
形象，正面人物有之，比如河神郭得友、火神刘横顺，但网络文学相对偏向
娱乐属性的追求，使得奇人形象系列往往比较斑驳复杂，善恶并举，亦不
乏坑蒙拐骗之辈，比如崔老道。
网络文学中的津味儿，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天津民俗文化的描

摹。一般的网络小说大都喜欢设置多重悬念再层层揭秘的叙述模式，
网文“粉丝”们形象地称之为挖坑填坑，多有挖坑不填的作者受到“粉
丝”诟病。津味儿网络小说中，天下霸唱的创作则有所不同，他吸收借
鉴传统评书的特色，化身为说书人角色，将天津的特色饮食、生活习俗
及世态人情等娓娓道来。作者不惜笔墨地铺写天津美食，如煎饼馃
子、各种海货以及宴席上的八大碗等，带领读者津津有味地领略舌尖
上的天津之旅。旧时的民间习俗也被不动声色地插入主人公的日常
生活中，比如河神郭得友之所以被称为郭二爷，是因为他有个泥娃娃
大哥，这就涉及天津旧社会拴娃娃的风俗习惯。值得一提的是，受到
通俗文化的影响，网络小说偏爱悬疑恐怖的写作素材，因而故事发展
常常会涉及纯文学中有所忌讳、刻意回避的习俗，比如收尸、丧葬等。
因此，网络文学中的津味儿书写某种程度上又对纯文学中的津味儿文
化形成了一种补充。通过模拟评书的叙事方式，津味儿网络小说事事
有说法，万物有来历，细致地描摹出旧时天津的衣食住行与人情冷
暖。尽管行文有时失之漫漶，但不得不说，地域文化的描摹使津味儿
网络文学的审美积淀逐渐走向丰富多元。
网络文学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中国作家

协会2024年 4月 28日在上海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
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超过5亿人。应该说，网络是当下最热门的传
播媒介，在吸引当代读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网络媒介又具有强
大的跨媒介传播能量，随着网络文学改编热潮的兴起，随之而来的网剧、
电视剧、电影、有声作品等层出不穷。《河神：鬼水怪谈》就被改编成了网
络剧，已播出两部；同时推出的还有有声小说、手游等改编形式。与纸质
文学相比，除了传播速度的迅捷，网络文学传播过程中读者互动交流的
社交属性也非常突出。无论是电子书中的评论，还是网剧中的弹幕，网
友们就地域文化的主题结合自身体验互相评论、激发联想，“七嘴八舌”
中就能拼凑出一个接地气儿的、关于地域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网络文学的网络基因能迅速吸引读

者，但有的作品叙事逻辑全凭歪打正着的“凑巧”，“爽文”模式虽能迷
惑读者一时，终究缺少回味的余地；而从道德观念上来看，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吸收借鉴尤其需要甄别，有时过于强调“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难免陷入陈旧的因果报应之说，格调就愈发低下。整体来看，网络文
学遵循的是一种快速生产、快速消费的文本生产模式，它的发展泥沙
俱下，既隐藏着野蛮新鲜的原创力与想象力，又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的
现象，而过于媚俗的趣味书写也无助于网络文学精品的诞生，这些正
是津味儿网络文学创作中应该警醒的一面。

津派文化谭（七）

漫谈网络文学中的

“津味儿”
王云芳

1914年，天津塘沽百里盐场边，一
位青年踌躇满志、立志创业，他就是范
旭东。17岁东渡日本学习化工的他，早
已立下实业报国的宏愿。这一年，他在
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生产出中国制
造的第一批精盐。而在当时，中国的制
碱业完全依赖进口，国内市场上90%的
洋碱被英国卜内门公司垄断。纯碱（碳
酸钠）用途广泛，从馒头的加工到服装
染色、玻璃制造，再到金属铝炼制，都离
不开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亚
大陆交通受阻，碱价飞涨，卜内门囤积
居奇，哄抬碱价，不少以碱为原料的民
族工厂相继倒闭。
面对这一困境，范旭东更加坚定了

“变盐为碱”的决心。1917
年冬，他邀请陈调甫、吴次
伯、王小徐等人在天津的
家中进行试验，成功产出9
千克样品碱后，立即着手
筹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
历时数载，披荆斩棘，终于
在1924年8月13日产出产
品，但颜色红黑相间，难以
销售。经侯德榜等人反复
摸索，解决了色碱问题。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进口的制碱干燥锅陆
续烧坏，全厂被迫停工。
范旭东力排众议，支持侯
德榜等人改进制碱工艺设
备，终于在1926年6月29
日产出洁白的“红三角”牌
纯碱，并一举在同年8月荣
获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
奖，被评委会誉为“中国近
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1930年再次荣获比利时工
商博览会金奖，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在
世界舞台争得了荣誉。
“永久黄”（天津永利制碱公司、久大

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组成的
化学工业团体）不仅以技术见长，更是我
国较早形成企业文化的团体。1928年，
“永久黄”团体创办了我国第一份民营企
业办刊物《海王》旬刊；1934年，范旭东
亲自制定了“四大信条”企业精神，即“我
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我们在事
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
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
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蕴含着浓厚的
家国情怀。在“四大信条”感召下，团体
同仁既有破除国外技术垄断的集智攻
关，也有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宁举丧，
不受奠仪”，拒绝敌寇合作要求，西迁入
川，艰苦奋斗，生产出纯碱、化肥和酒精、
棓酸、硼砂等产品支援抗战的壮举。特
别是在战火烽烟中，范旭东、侯德榜等人
为提高食盐利用率，研制成功了同时生
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新法，开
创了世界制碱工业新纪元，在世界化工
发展史上为中华民族写下了辉煌的一
页。时至今日，我国生产的每颗合成纯
碱都蕴含着“红三角”的技术基因。
“红三角”一直涌动着“红色基因”。

1943年，范旭东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

光，提前拟定了宏大的“化工十厂”计划，
但缺乏资金支持。在经济学家何廉等
人的引荐下，他准备与中共地下党员龚
饮冰共同创办银行，为发展实业筹措资
金。周恩来同志得知此事后，批准龚饮
冰用党的经费与范旭东等共同组建了
重庆建业银行，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最终
归并到中国人民银行，为公司注入了世
代传承的“红色血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莅临碱厂视察，在
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让濒临破产的民
族企业焕发了生机。国家多次投资，对碱
厂进行改造和扩建，生产规模不断发展壮
大，并率先完成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
的康庄大道。更为难得的是，1953年7月1
日，“侯氏碱法”获得新中国第一号发明专
利证书，为“红三角”增添了无上荣光。

110年来，公司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与
国家和民族发展同频共振，
始终坚持创新创造、拼搏进
取。上世纪80年代，公司
在国内同行业率先完成制
碱设备大型化和操作智能
化、管理程控化，先后研发
出串系统逆料生产氯化铵、
“液相水合法”生产重质纯
碱等一批专利技术，以优异
的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2005年，公
司积极服务滨海新区开发
开放，从核心城区搬迁到临
港经济区，引入新技术、拓
展新领域，将业务架构从
单一无机化工产品生产，
调整为集海洋化工、碳一
化工、石油化工为一体，可
生产纯碱、工业氯化铵、合
成氨、小苏打、丁辛醇、醋
酸、甲醇、聚甲醛等七大类
化工产品的现代化工企
业。“红三角”旗下的产品

也增加到10个品种，续写了百年品牌长
盛不衰的发展传奇。
近年来，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先

后建设了二氧化碳回收、加氢母站、光伏
发电等绿色能源项目，并组建了两家科
技型小创公司，形成化工生产、国贸物
流、设备制造、技术服务等多业并举的发
展新格局。先后荣获“中华老字号”、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等
称号，“红三角”“海王星”商标先后获评
中国驰名商标。公司先后被命名为科学
家精神教育基地、石油和化工行业红色
教育基地，成为向社会进行爱国主义、红
色教育的文化平台。
“红三角”，始终跃动着爱国之心与

强国之志，跨越百年，依然熠熠生辉。
新时代的永利人将大力弘扬“四大信
条”宗旨和“责任所在、拼命为之”的创
业精神，全力推进“双碳”环保节能项目
建设，积极探索丁二醇、异辛酸、乙腈等
精细化工新领域，拓展氢储能等新能源
产业，全力向产业价值链终端延伸，努
力把“红三角”这个百年民族品牌擦得
更红更亮。百年永利，不仅是纯碱工业
的领跑者，也将成为多元化工产业体系
和新型绿色化工的实践者。
（作者系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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