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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博物馆的公开资料介绍：在
那个年代，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
忧，二厂设立了专门针对职工子女
的托儿所,职工们去工作时把子女
送到托儿所，由专门的人员看护，对
于更小的婴儿，还有专门的育婴室。

位于渝中区鹅岭正街的二厂文创

园曾因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此

取景而火遍网络。但你知道吗，这里还

曾是老重庆人嘴里“最有钱”的地方之

一。根据二厂记忆·博物馆的官方公开

资料，重庆印制二厂（以下简称“二厂”）

的前身是盛极一时的“中央印制厂重庆

厂”。上世纪50年代，二厂成为这一时期重庆彩印中心和西南印刷工

业的彩印巨头。从1950年至1970年，重庆人生活中使用的粮票、肉

票、代金券，包括各种税票、邮票以及政府文件，都来自二厂。

7月21日，重庆晚报记者来到位于二厂文创园里的二厂记忆·博

物馆，打卡二厂的前世今生。

据介绍，二厂记忆·博物馆建筑面积360平方米，共有四个展厅及一

个体验馆，于2019年12月27日正式开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中，

博物馆中的“盲盒”，最能给游客们带来惊喜。白色的箱门上有提问，打

开箱门就可以看到答案。重庆晚报记者也兴致勃勃地跟着开“盲盒”。

我在博物馆

主理人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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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具有城市记忆的人文景象

据盲盒内的答案显示，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日军通过伪造货币等一些手段来扰乱我们国家的经济与货币体
制。那些假钞扰乱了中国的正常经济秩序，加剧了通货膨胀。对
此，政府命令中央印制厂伪造“中储券”来扰乱沦陷区的经济秩序。

从1941年下半年起，中央印制厂制作的假“中储券”，通过一些
渠道全部投入到了汪伪控制区。1942年，军统通过有关人员得到
了“中储券”的部分钞版，不仅印刷产量不断增加，而且印刷质量还
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大量假“中储券”进入沦陷区，成功扰乱了地方经济。在这个特
殊的战时环境中，中央印制厂在另一条战线上，以自己特有的战斗
方式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同样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1951年，厂内的员工待遇如何，可以开小灶吗？可以的。
盲盒内附有同意开小灶申请的函，上面大致写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税印字第六六八号呈悉关于你厂
潘龙同志灶别待遇申请转小灶一事
本局及财务部同意
特此函覆并转告本人为要
此致
税务管理局印刷厂

可以申请开小灶吗？

同意开盲盒4

开盲盒开盲盒

盲盒

中央印制厂也印假钞？

是真的1

以前年轻夫妇经济紧张，曾有
人向厂里借钱生娃。

重庆晚报记者打开盲盒看到一
封厂内员工严云荪为妻子借住院费
和生产费的申请书，大致内容是：
谨签呈*勋台
内人怀孕已久即将临盆
今向*氏医院接洽
须付（住院费及接生费）各12万元
共需24万元正
拟恳准予暂借分期于薪金项下扣回
呈交又行
珍今签请
举接
不迓谨呈化主任转呈…
（注：*暂无法识别）

半个月工资三十四万
元，你羡慕不？打开盲盒，
一份1951年7月上的《西
南区税务管理局印刷厂工
薪表》显示，确实大部分数
字是6位数！

一同开盲盒的山东游
客李先生告诉重庆晚报记
者，工资数字看着高，但是
那时购买力低：“我听老辈
人说的，我们本地也有句
俗话，叫‘给你200钱买糖
吃’，说明在那个时期200
块钱只能买糖吃。这样算
来，月薪几十万，也买不了多少东西。”

重庆晚报记者还在博物馆看到“1948年，半麻袋的法币（约
150万法币），才能换一斤米。”

重庆晚报记者试了一下，单手提着都很费劲，一位八九岁的男
孩需要咬牙用力，才能双手拎起半麻袋法币。

半个月工资有三四十万元？

确实有盲盒2

向厂里借钱生孩子？

可以的盲盒3

多知道点

二厂曾经有托儿所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杨雪
摄影报道

二厂烧白
是职工最喜欢的美食

据博物馆的公开资料介绍：二
厂当年有自己的集体食堂，二厂职
工习惯称之为“伙食团”。由于职工
众多，当时有两个伙食团，厂里聘请
了专业的厨师为大家烹煮伙食。伙
食团供应的菜品丰富，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招牌菜——二厂烧白,最受
职工们的欢迎。

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在李子坝站
下车，步行约700米即达；或乘坐轨
道交通1号线，在鹅岭站下车，步行
即可抵达。

打卡Tips

游客在博物馆里开游客在博物馆里开““盲盒盲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