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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城市记忆之页岩油试验干馏炉探寻
吴斌 张凌云

记 忆 中 的 公 馆 货 台
李金辉

城市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个特
定的城市空间及地方文化给人们留下持
久且深刻的记忆，城市记忆记录着在城市
空间中产生的对城市发展历程有重要影
响的事件。当年页岩油的干馏试验成功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茂名不生产原油，却
是中国最早的炼油基地之一。茂名油母
页岩干馏项目经历了探索、试验、量产和
隐退几个阶段，虽然该项目早已退出历史
舞台，但这段历史对茂名乃至全国来说都
意义重大。一是茂名因为油母页岩矿储
量丰富且品质好，国家才决定投资建厂并
最终发展为华南最大的石油炼化基地；二
是在当时极度“贫油”的情况下，石油作为
战略资源虽然采用页岩油干馏的方法成
本较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油
荒；三是茂名的城市雏形正是在油母页岩
的干馏和炼化项目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
国家投资建厂时并无城镇依托，茂名就是
一座“因油而生”的城市。茂名现仅存的
页岩油干馏炉（其余已经全部拆除）也是
茂名建立最早的干馏炉，现今位于茂南区
露天矿大塘西路35号大院，靠近露天矿好
心湖公园和露天矿博物馆。时间过去 64
年，回顾并探寻那一段激情满怀的城市记
忆和承载城市记忆的干馏炉，仍能感受到
当初“拓荒者”们在茂名建厂立市时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

钟灵毓秀万宝库
探索开采展宏图

茂名油母页岩矿的地质勘探，始于何
时，已无史料记载。1905年，当时村民发现
有人来查看，估计再此之前茂名的油母页岩
已经被发现。1924年，有人在茂南金塘镇古
城山与油甘窝两地开掘探井7口进行采样勘
探。1926年前广东省府工业部派周斯铭来
茂勘查，掘有大小探井 12口。其后资料全
部被日本人窃夺。1931年冬，前两广地质
调查所王镇屏、蒋溶等人前来勘查，著有

《广东茂名、化州、电白、廉江四洲地质矿
产》。1948 年，前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陈目
达，也曾来做过详细勘查，著有《粤南油页
岩简报》一文，载于两广地质调查所临时报
告中。日本人也曾于 1924年冬至 1927 年
春，两次前来调查过茂名油页岩矿。

解放前夕，全国的石油产量只有12万
吨。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处于“贫油国”
状态，至 1952 年底，全国原油产量也只有
43.5 万吨。中央在制定 1953—1957 年第
一个“五年计划”时，制订了“大力地勘察
天然石油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长期
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业”的基本方
针。为进一步摸清楚茂名油母页岩矿情
况，1954年4月，燃料工业部和其所辖的石
油管理总局、煤矿管理总局以及中南煤田
地质勘探局组织勘探力量，先后派出 406、
130 地质队来茂勘探，提交了茂名油页岩
精查地质报告。据测定，茂名露天矿的油
母页岩平均含油率为6.23%。

1955 年 4 月，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人
俊亲自率领由国家计委、建委共同派员参
加的工作组到茂名现存全面考察油页岩
的储量、质量、性能及建厂条件。1955年，
国家确定对茂名油母页岩开发利用，成立
茂名页岩油厂筹建处。1955 年 7 月，中国
科学院对茂名地震烈度问题做出鉴定。

1955 年 10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以备
忘录向苏联提出援建 2 个年产页岩矿
2200-2400万吨的露天矿、年产100万吨页
岩油的干馏炉的需求。1956年4月初苏联
有关部门专家相继来到北京，27日抵达茂
名开展现场考察和资料收集工作，5月6日
结束工作返回北京。1956 年 4 月 24 日由
当时主管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李富春副总
理和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的薄一波副总
理联名向中央做了在主要内容为“在广东
茂名建设规模 100 万吨的油母页岩炼油
厂”的报告，1956 年 4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
以中央名义签发复函，同意该项目，并对

“页岩干馏厂与炼油厂均在茂名地区建
厂，但两厂相距9公里”的具体选址进行了
肯定性批示。

1957年 9月，国务院以总齐字第 62号
文批准了茂名页岩油厂建设计划，预计
1958年开始建设，预计1961年底完成第一
期 50 万吨/年建设工程，预计 1964 年全部
完成100万吨/年的工程。

干馏会战大成功
“建厂立市”趁东风

要炼油，首先得从油页岩中干馏出页

岩油，当时抚顺油页岩干馏工艺比较成
熟。1958 年 1 月，茂名石化前身页岩油公
司组织页岩干馏实验会战，抚顺石油一
厂、二厂、五厂、九厂、研究院、设计院等单
位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前来参战。

试验采用的是国内研发的页岩干馏
方炉，干馏炉修建地址位于当时的露天矿
旁边，现好心湖南侧的环市北路59号。在

“大跃进”的背景下，试验方炉的建设日夜
不休，工地热火朝天，很快就建设完成。

干馏试验炉整体呈方塔型，炉高约 28
米，长 5.3 米，宽 4.7 米，设计试验产能为
100 吨/年。在试验中油页岩原料被粉碎
为直径为 10 至 75 毫米的颗粒，从上部送
入干馏炉。在干馏炉上部，上升的热气穿
过下降的油页岩颗粒，使油页岩颗粒在温
度约为 500 °C 的环境下分解，产生油蒸
汽。在热解过程中，油页岩剩余被分解为
页岩焦下降到干馏炉的下半部燃烧持续
提供热气。油蒸汽从干馏炉排出之后，在
冷凝系统里冷却。

该试验炉于 1958 年 3 月 22 日成功干
馏品质上乘的页岩油，茂名页岩油厂将
喜报连同用方口瓶装的油样送到北京向
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党中央也发回了贺
电。《南方日报》1958 年 3 月 24 日第一版
刊发了题为《兴建茂名石油城》的专版文
章，第二版又刊发了《唤醒沉睡万年的石
油宝藏！》的专版文章。《羊城晚报》5 月
29 日在报头的显要位置刊发了《茂名页
岩油厂向毛主席报喜：首次提炼出页岩
油》。这次试验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士气，
也更加坚定了中央在茂名投资建设炼油
厂的决心。

同日，在 1958 年 3 月 22 日，中共广东
省委开会决定抽调湛江市委第二书记兼
市长曾源担任茂名市筹建机构领导职务，
5月23日，曾源接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茂
名页岩油联合企业建设几个问题的决定》
(工字第 65 号文），文件的第二项写着“成
立茂名工矿区城市筹建处”，由此“茂名工
矿区城市筹建处”名称正式确立。1959年
3月 22日，国务院召开第 88次全体会议审
议全国各省市县现在区域变更方案，并全
面做出变更决定，决定中有关广东省市县
行政区域变更项下写到：“撤销茂名、信宜

二县，将茂名县部分行政区域设立茂名
市”，茂名市由此诞生。

时光飞逝六十载
悠悠岁月情满怀

干馏试验成功后，生产用的第一部方
炉及其相应配套工程于 1961 年初竣工，
1961年5月7日安全投产。1961年9月，茂
名油页岩厂第二部方炉建成，由于建设计
划调整，至 1965 年第才完成收尾工程，并
于1965年12月5日投入生产产。致此，两
部方炉页岩油年产能共达到10万吨。

1968年11月，第三部干馏炉采用圆炉
形式开始建设，经过 10 个月的施工，于
1969年8月建成投产。第四部圆炉于1970
年 10月建成，10月 22日投产。从而，四部
干馏炉年产能共计达到20万吨。

截止到1992年底，茂名石化公司共生
产页岩油 270 万吨，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
前旧中国45年生产原油的总和，在特殊时

期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在页岩发电、灰渣生产水泥等综合利
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
验。随着业务拓展和国际形式变化，茂名
石化公司从炼化页岩油逐步转变为炼化成
本更低的进口原油，茂名石化公司生产用
的油页岩干馏炉逐步被拆除。1993年4月
24 日，所有生产用的干馏炉全部拆除，标
志着茂名油页岩生产的历史结束。

试验干馏炉作为那段城市记忆的载
体，历经六十余载岁月而魏然屹立于苍穹
之下，无言的向世人述说着那段气吞山河
的历史。当年在这里奋斗的前辈们大都
进入了耄耋之年，当他们看到茂名这座美
丽的海滨城市正蓬勃发展也会由衷的感
到欣慰和自豪。向海而兴、融湾强带，以
一域精彩为广东全局添彩，茂名正在加快
建设产业实力雄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打
造沿海经济带上的新增长极的康庄大道
上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我的外公林凤云，又名林佐，生于清
朝末年，是一名老华侨，大半生都在地处
南洋的马来西亚谋生。外公没当过官儿，
也不是什么大英雄、大商人，但他当年在
我的家乡信宜北界高坡一带却是“名人”，
至今仍为一些老人家津津乐道。

我初次见识外公的样貌，是上个世
纪六十年代初。那时，我家处在水库区
的房子因为突发大洪水被冲垮了，以侨
眷的身份（我爷爷当年也是华侨）暂时借
居在信宜旧侨联大厦。一天，母亲指着挂
在旧侨联大厦楼上一排相框中的一个人
像对我说，那就是我的外公。记得相框中
的外公，英俊、刚毅、自信。因为当年他为
建设信宜侨联大厦捐过款的缘故，成为
信宜侨界有突出贡献的名人之一。

信宜是广东省有名的侨乡，在清末
和民国年间，当地许多有志青年跟风到
海外谋生，我外公便是其中之一。但
是，真正能在海外发家致富和回乡光
宗耀祖的，可谓凤毛麟角。外公是当
地人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不但为家里
置了田地，建了大屋，后来把外婆也接
到了南洋生活，并让5个在国内的子女都
能读上书，有的还读到了大学。早年在
国内的亲人，由于有我外公侨汇的资助、
补充，缓解了不少生活上的困难。至于
外公有些什么真本事，使他显得与众不
同，开始我们知之不多。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年过六旬
的外婆回国不久，外公也回国生活了，传

说还带回来不少钱。至于我外公为什么
也急着回来，而且带回不少钱，一时众说
纷纭，甚至有人传说是当时马来西亚游
击队空投现金给山中的人员，恰巧被我
外公捡到了，外公怕游击队的人找上门
索要、报复，所以才急急忙忙跑回来。家
乡有不少人对此信以为真，因为他们弄
不明白，为什么我外公会比同乡的其他
华侨有钱。

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在我外
公回国五年后，当年与外公一起在南洋
打拼的我爷爷因为年事已高，也回国和
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次，我好奇向爷爷
问起传说中外公在南洋捡到钱的事，爷
爷生气地说那是异想天开的事，根本
不可信。外公文化程度不高，在南洋
先是从事采伐工作，上了年纪后才从
事种植业，为什么他能比别人赚到更
多的钱？爷爷说，那是因为外公比别
人更勤奋，更聪明，运气也比别人好。
爷爷还举例说，有一年他和我外公同
样是种植生姜，但外公对生姜病害的
防治和出售生姜的时机把握得比他好，
赚到的钱自然比他多。而且，外公性格
比较活跃，广交朋友，同时身体强壮，能
干更多可赚钱的活儿。爷爷说着，还为
自己在回国前两年搞种植时不小心被毒
蛇咬伤要住院治疗，“白白浪费了二十千
钱”而自责不已。

外公当年能比别人积攒到更多的
钱，其实也与他一贯吃苦、勤俭有关。

有一次，我在与大表哥交流时，他回忆
起外公说过的一件往事：早年在南洋工
作时，有一段时间身体不适，吃了很多
药不见好转。一天，在街市的一处烧腊
店铺看见挂着的上好腊肠、腊肉，看得
直流口水，于是狠下心买一点回来吃，
没想到吃过后身体竟然明显好转了。
后来，才醒悟到可能是因为自己平时太
省吃俭用了，连身体虚弱到需要进补也
不自知。

外公回国后，尽管年事已高，且有一
定的积蓄，又有满堂儿孙可使唤，但他勤
劳、勤奋的本色不变，是个闲不着的人。
他和外婆过着高龄人的两人世界，坚持
自己打柴种菜做饭，坚持参加集体生产
劳动，而且外公干活的干劲大、效率高，
样样农活都能干，也干得比许多人都要
好。后来生产队长考虑到他年纪大了，
安排他当管水员，他同样认真负责，把各
路沟渠清理得干干净净，畅通无阻，并敢
于纠正各种不当用水行为，为保证生产
队粮食丰收作出了重要贡献。1976 年，
高坡人民公社表彰农业学大寨积极分
子，外公成为最高龄的受表彰者，再次成
为家乡的名人、侨界的名人。

外公是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在无
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安然去世的。虽然他
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每每想起他，敬
佩、尊崇之情都会油然而生。现在，外公
的“名人”效应仍在影响着他的后代们做
人做事。

拥有一个独立的书房，内
有书架，有各种喜欢的书籍，
空闲时间，阅读、写作……在
丰富的精神粮食海洋中遨游。

这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
小时候，家里穷，拥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书房，那是想都
不敢想的事情，但家里留下一
个装书籍的小木箱，我把中小
学的课本和一些历史典故文
学作品等书籍放入小木箱中，
小心翼翼地保存好。

师范毕业出来工作后，住
在学校简陋的宿舍，因一直教
学中学语文，而爱好写作；后
来转行当公务员，因长期与文
字打交道，而更加爱好写作。
因爱好写作而一直喜爱阅读，
因喜爱阅读而不断买各类书
籍。从买几本，到几十本，数
百本。从一个教师匠，到一个

舞文弄墨的公务员，每次调动
搬家，家具没有多少，倒要花
些力气搬运越来越多的书
籍。妻子常常戏称我为“书呆
子”，工资不多，累人的书籍却
越来越多。

每搬一次家，心中都有一
个强烈的愿望：如果有一个独
立的书房，哪怕面积很小，只
有几平方米，空闲时间，阅读、
写作、思考、感悟人生……那
就好了。

好在梦想总有成真的时
候。前几年，家里兄弟叔侄一
起在乡下宅基地建起新房。我
一家人，除了住的房间，大家还
特意为我腾出一个 10 平方左
右的房子，作为我的独立书房。

感谢新时代，终于圆了我
的书房梦。

书 房 不 大 ，却 很 温 馨 。

我买了两个书架，一张集阅
读、写作、练习书法多功能
的办公桌，几张椅子。

我把参加工作以来获得
的数十本奖状证书放在一个
书架上。其中获得广东省委、
省政府表彰的“四·五”普法先
进工作者证书让我倍感自豪，
其他的教学论文获奖证书等
有 10 多本，茂名日报和茂名
广播电台（电视台）优秀通讯
员证书有近 20 本，茂名市级
以上文艺作品征文奖证书 30
多本，政法、综治、禁毒、信息、
严打整治、优秀党员等各种工
作先进荣誉证书 20 多本，把
这些荣誉证书摆在书架，只是
对自己工作的一个鞭策，也是
对儿孙辈们的一种鼓舞，希望
形成一种爱读书、读好书的氛
围，形成一种良好家教家风。

我把历年来买到或文友赠
送的近万册藏书，全部分类摆
放在另一个书架上，有读大中
小学时的书籍，还有文学类、书
法类、医学类、法治类以及政治
类书籍。其中，《红楼梦》《西游
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
名著，是我从小就喜爱的，阅读
了不知多少遍，从最初的一知
半解到逐步理解，为古典名家
高深的文学造诣所震撼。王羲
之等书法名家的作品也是我所
喜爱的，并不时临摹练习一下，
以陶冶性情。

周末节假日业余时间，回
到乡下温馨的书房，品读各种
文学美食，有感而发，书写人
生；偶尔写写书法，陶冶陶冶
性情，感悟感悟人生，保持终
身阅读思考的习惯，此乃人生
之大乐趣。

书 房 梦
黄景隆

干馏试验炉现状。 吴斌 摄

最近，公馆货台突然因为“茂名抗疫三
年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而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公馆货台现在准确的名称是茂名西站
东货场，因为之前是茂名最大的粮食、水果、
石油化工产品和北运菜集散地，俗称为公馆
货台。

我与公馆货台的缘分始于1985年。那
一年，考虑到镇上学校教学质量好，父母决
定让我和二弟同时到公馆中心小学报读一
年级。但因家住公馆镇农村，离镇中心小学
足有 15 公里之遥，早出晚归肯定不现实。
那时，恰好我父亲在公馆货台旁边租了一间
30 平方米的小店，与人合伙做水果批发生
意，遂让我和二弟住在店里，一来解决住宿
问题，二来晚上可以帮忙守店防盗。父亲早
出晚归，白天他在店，我和二弟吃饭没问
题。但是，晚上父亲离店回村里，我和二弟
就要自己动手做饭，还要调好闹钟，第二天
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餐。因此，我和二弟半独
立的生活就在那时开始了。

公馆货台是一个大站场，几十条铁轨并
列铺向远方，轨道上停满各式火车车厢：长
方体的封闭货车厢，圆柱体的油罐车厢，还
有载客的绿皮车厢，蔚为大观。周边商铺林
立，白天车水马龙，人员川流不息；夜晚灯火
通明，亮如白昼。由于货物吞吐量巨大，公
馆货台的火车调度十分频繁，汽笛声震耳欲
聋，内燃机车喷出蒸汽的“呲呲”声此起彼
伏，车厢连接或断开时的“咔嗒”声不绝于
耳，对我们农村小孩来说，这种场景吸引力
太大了。白天要上课，我们很少时间去公馆
货台玩。下午放学后，我和二弟吃完晚饭，
迅速做完作业，就和周边的小伙伴冲到公馆
货台玩。那时公馆货台的管理是开放式的，
我们可以随时跑到铁路上玩耍。在好奇心
的驱使下，也在铁路工人善意的默许下，我
们这群小毛孩经常玩得不亦乐乎：爬上停下
的火车头，进入驾驶室，看着火车工作人员
随着内燃机炉门的一开一合，把燃煤一铲一
铲地送进去，在炉膛火光的映照下，可清晰
看到火车工作人员额头全是汗水；跟随工作
人员爬上被调度的火车车厢连接处，抓紧车
厢旁边的扶手，开心地感受车厢连接时的碰
撞；与板道工一起板动道岔，然后满心欢喜
的站在一旁，看着缓缓驶来的火车在眼前改
变方向，驶入另一条车道……如果有火车在
装卸水果，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随着搬
运工人的忙碌，总会有些他们不要的水果扔
到地下，这些水果多半是有点腐烂的了，但
对我们来说可是难得的美味。我们欢快地
捡几个“颜值”略好的水果，拿到水龙头随便
洗洗，便开怀大嚼。有次，我居然捡到一个
品相完好的大橘子，和二弟开心极了，剥开

“一分为二”，共同分享。多年后，我偶然和
当年一起去过公馆货台的同学聊天才知道，

他居然去旁边的臭水沟捡过半腐烂的水果
随便洗洗就“送”进肚里了。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公馆货台带给我们这帮小孩的是
多大的满足感啊！

在我印象中，公馆货台是无数人赖以生
存的地方。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米、
小麦、玉米、大豆、麸皮、花生、苹果、雪梨、橘
子、桃子、葡萄等农产品和水果，有煤炭、花
岗岩、大理石等矿产。那里也是茂名荔枝、
龙眼、香蕉等水果和各种北运菜发往全国各
地的主要集中地。物品“堆积如山”这个概
念，我是在公馆货台深切体会到的。作为一
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每天有无数人到公馆
货台谋生。进货、发货、搬运、拉板车、搞货
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由于
人流量巨大，公馆货台周围的餐饮业十分兴
旺，白粥、捞粉、炒粉、猪肉粥、鱼片粥、粽子、
发籺、簸箕炊、面条、包子、馒头、饺子、云吞，
等等，南北美食汇聚。“人间烟火气，最抚凡
人心”，在这里是极其形象的体现。现在茂
名人耳熟能详的公馆货台大锅狗，就是因为
那里的狗肉店很多，而味道又十分独特，口
耳相传，遂成品牌。父亲十分疼我们，每星
期给我和二弟两毛钱去解馋。狗肉之类我
们是吃不起的，但那一碗加了葱花再滴几滴
香油的猪肉粥和鱼片粥，其美味至今难忘。
因为公馆货台的便利条件，公馆镇禽畜水产
养殖、北运菜种植等农业经济规模庞大，在
可以收农业税的年代，这对政府极为利好。
记得有一年，《茂名日报》头版刊登发了一则
新闻：公馆镇财政收入超亿元。这在当时是
很了不起的，与公馆货台形成的产业链密不
可分。

由于从公馆货台到中心小学距离大约
有 4 公里，还要经过车流量很大的茂化线，
为了节省走路上学时间和保障安全，再加上
父亲由于种种原因不再经营水果批发生意，
从三年级开始，父亲为我和二弟在公馆正街
租了一间小房子住宿，从此我们搬离公馆货
台。我在公馆货台旁边只是生活了两年。
但这两年，却让我练就了一项受益终生的本
领：在任何嘈杂的环境下都能安然入睡。因
为住在那里，每天躺在床上时，感受到的是
火车经过时的震动，耳边传来的不是火车的
汽笛声，就是内燃机巨大的轰鸣声，但我从
未失眠！

虽然不再住在公馆货台旁边，但一直到
初中毕业，那里还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读
高中后，我到茂名市区生活，此后由于种种
原因，再没有踏足公馆货台。但是，它曾给
我带来快乐，留下美好记忆，永远无法忘怀。

祈望疫情早日结束，人民生活重回正
轨，公馆货台繁荣永续。尘世苍茫，我们怀
着不同的梦想，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唯愿山
河无恙，岁月静好，你我前行有宏深愿景，回
望有美好往昔。

我 的“名 人 ”外 公
梁成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