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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
“2019年度中央企业品牌建设典
型案例”名单，经过多轮专家评
审、遴选，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华西包装（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二厂记忆”品牌，从97家央企
近300个候选案例中脱颖而出，入
选“2019年度中央企业品牌建设
典型案例”之品牌保护单元，成为
33个央企典型案例之一。

透过时间的窗口，“二厂记
忆”品牌的背后，承载着一个老牌
企业历经九十余年的岁月沧桑，
诉说着一个个用时间连缀成的平
凡而真实的故事。

中央印制厂：烽火年
代的印记

1930年，四川军阀刘湘在重
庆创办了印刷所，是重庆印制二
厂的前身，印制地方发行的纸币
及其它有价证券。在那个年代，
国家积贫积弱，偌大个中国，由于
没有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大
部分钞票都只能委托美国和英国
的印制公司承印。

1937年，抗战爆发后，重庆逐
渐成为抗战的大后方。1941年2
月1日，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在重
庆成立印制钞券事务处，并收购财
政部印刷所，更名为中央信托局重
庆印刷厂，这是中国现代印钞史上
第一家大型国家印钞厂。1945年
3月，该厂改组为中央印制厂。中
央印制厂印刷的钞票，在当时代表
了我国印钞业的最高水平。

1946年，由于抗战胜利，中央
印制厂重要设备与技术人员东迁
上海，成立中央印制厂上海厂。
1949年3月，由于国民党在东北、
中原及华北一带军事上节节败
退，中央印制厂重庆厂曾短暂恢
复生产。10月，由于国民党政权
在大陆范围内的溃败已成定局，
国民政府将部分设备和核心技术
人员迁往台湾，在台湾设立“中央
印制总厂”，延续开展业务至今。

人民印刷厂：红色洗
礼后的国有企业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中央
印制厂由军管会接管，更名为人
民印刷厂，参与印制第一套人民
币。1950年底，人民印刷厂划归
重庆市政府。后几经变更，经多
次合并重组，人民印刷厂胶印部
分发展为重庆印制二厂。建国
后，国家实施计划经济，为稳定物
价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用品需
求，政府通过发行各种票证对生
活用品实行计划供应。

随着时代变化，二厂逐渐从
钞券、票证印刷转向民用品生产，
主要涉及烟、酒、医药、食品、化工
等多个领域的产品商标和包装，
后专注于酒包装的生产制造，主
要承接来自泸州老窖、五粮液、剑
南春、尖庄、沱牌等名酒的包装业

务。二厂凭借自身的雄厚实力、
高超的印制技术，在整个西南地
区印刷业享有良好口碑，赢得了
印刷业“西南王”的称号。

华西包装集团：从辉
煌走向沉沦

1993年，经国家经贸委批准，
中国包装总公司（下称中包公司）
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华西
包装集团公司，印制二厂即为华
包集团的核心企业和前身。

华包集团是我国包装行业第
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曾是我国西
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涵盖包装印
刷、纸容器、印铁制罐、包装材料、
包装科研教育等生产服务系列的
包装企业，一度拥有60多家下属
企业，1家A股上市公司，员工最
多时近万人，为我国包装业的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重庆市和
西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

因包装主业产品多为配套的
中间产品和附加产品，常常受制
于人；而且由于包装属于完全竞
争性行业，进入门槛低，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壮大，
华包集团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订
单逐渐流失，加之企业体制、机制
等诸多原因，华包集团逐步由盛
而衰，陷入市场萎缩、主业下滑、
资金短缺、债务和诉讼风险加大、
人员包袱沉重等困境。尽管华包
集团努力通过困难企业的破产关
闭、主城区环境污染企业“关迁改
调”等契机，实施企业调整，力求
摆脱困境。但几经挣扎和努力，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企业规模日
渐萎缩，多数下属子公司陷入困
境，被迫走上了一条历时10余年
的大面积退出之路。

从2002年至2012年，华包集
团历经曲折，共关闭退出企业20
余户，安置职工7000余人。10年
间，因企业退出而引发的人员集
访、堵塞城市主干道、长时间围困
企业领导、封堵企业厂门、占据企
业办公场地等不稳定事件频繁发

生，华包集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和困难，成为企业历史上的
一段痛苦记忆。

二厂记忆品牌：被逼
出来的创新发展之路

企业发展路在何方？
经历了10年退出的艰难时期

之后，华包集团一方面通过处置
资产筹措生存和发展资金，另一
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发展出路，力
求改变现状。

华包集团的危机状况，引起
了上级中包公司的注意。2015年
9月，中包公司党委调整充实了华
包集团领导班子，堵俊海受命担
任华包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在中包公司党委对华包集团脱困
转型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政策倾
斜、资金扶持等方面为华包集团
脱困转型创造条件。

上任之初，华包集团领导班
子通过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识
到：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存量土地，
通过探索开展文创产业，进一步
提升资产价值，既顺应国家政策，
又符合企业实际，还可解决企业
可持续发展问题。几年来，通过
大量的艰苦探索，立足现有资源，
盘活存量土地，打造各具特色的
文化创意产业园，进而积累经验，
锻炼团队，借国企改革和城市更
新的东风，积极践行诚通资产2.0
版战略，努力成为旧厂房改造和
文化创意产业引领者的企业转型
发展战略方向逐渐清晰并不断充
实完善。

针对印制二厂遗留下来的旧
厂区，2015年，华包集团引进专业
化设计公司，植入文化创意元素，
开始打造一个以创新体验商业为
载体的复合型商、旅、文产业项
目，并于2017年 6月开园。该园
开园后即成为重庆文化旅游的地
标性景点和网红打卡地，得到社
会各界关注，实现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2018年5月
4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市长

唐良智到二厂文创园考察、调
研。陈敏尔对“文创园在开发建
设中尊重历史，主体建筑与周边
环境充分融合”给予高度肯定。

在二厂文创园初步成功的基
础上，华包集团深入挖掘“二厂”
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内
涵，精心打造“二厂记忆”品牌。

目前，“二厂记忆”正衍生出
系列品牌：以展现二厂变迁过程
中珍贵史料的“二厂记忆·博物
馆”2019年底已建成开馆，为二厂
文创园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基因，
支撑起园区浓厚的文化氛围；集
印刷文化、国企文化、钱币文化、
酒文化、茶文化、私人定制等多种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二厂记忆·体
验馆”2020年 9月试营业反响良
好，游客络绎不绝；以“工业风”为
主题的“二厂记忆·的米民宿”已
基本建成，2021年元旦即可投入
运营；“二厂记忆·食堂”餐饮项目
已设计完成，目前正在抓紧推进
工程建设；一批以二厂及重庆为
设计元素、私人定制为特色的“二
厂记忆”衍生品已推向市场，受到
游客喜爱。“二厂记忆”系列品牌
的打造，为企业找到了新的经济
增长点，拓展了企业的发展空间。

二厂文创园的成功打造和
“二厂记忆”品牌的初战告捷，让
华包人看到了品牌延展运作的广
阔空间和它极具价值的商业模
式。目前，华包集团正在以二厂
文创园为样板间和“二厂记忆”品
牌经营为模式有序推进另外两个
位于重庆主城区的文创园项目。

老牌国企浴火重生
的“根”与“魂”

华包集团发展经历了跌宕起
伏的历程，但华包人始终坚持把
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推动企业转型
升级的“根与魂”，起着凝聚人心
定海神针的作用。

近年来，华包集团党委认真
落实“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
要求，集团党委从华包集团转型

战略的探索和确立，依靠的是华
包集团党委和员工的集体智慧；
对于华包集团的一些重大投资项
目，华包集团切实按照党委议事
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决
策，力避一言堂；华包集团纪委对
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实施过程，实
行先期介入，确保招投标在阳光
下运行。

“印二哥”党建之家：
党建品牌创新的新故事

为打造党建创新品牌，“印二
哥”正成为“二厂记忆”品牌的代
言人。以“印二哥”为名创建党建
之家，是华包集团党委为聚焦落
实“三融一化”党建工程，提升企
业党建工作水平和效能，按照诚
通集团党委、中包公司党委下达
的党建品牌创新工作任务，策划
创建的基层党建品牌。创建该品
牌，旨在促进党建与经营的深度
融合，集交流、宣传、创新三大平
台功能于一身，努力打造听得到、
看得见、摸得着、做得成的鲜活生
动、喜闻乐见的党建品牌。

“印二哥”党建之家自2020年
7 月创建以来，先后组织开展了

“印二哥龙门阵”、“印二哥红色讲
堂”、“印二哥带你观展”等活动，
通过央企与地方国企党建交流、
非公企业交流、跨系统支部共建
及联合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党课
开讲啦”、党建工作现场学习会等
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为推动基层党建创新做了有益的
探索。

党建品牌与经营品牌同步开
展。创建“印二哥”党建之家之
初，华包集团就明确提出经营性
的品牌要可以同时展开。但这时
的“印二哥”还并不是一个品牌，
他只是“二厂记忆”品牌的代言
人。为便于开展经营工作，华包
集团及时提交了“印二哥”文字和
图形的商标注册申请。“印二哥”
从形象代言人转换为“二厂记忆”
的一个延展品牌，得益于此次党
建品牌创新工作。可以说，“印二
哥”品牌的创立，是党建与经营深
度融合的初步成果，也是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例
证。目前，随着“印二哥”表情包
的上线推出，其品牌影响力正在
不断传播和扩大。

未来，“印二哥”党建之家将
成为一个与经营深度融合、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卓越
党建品牌。一方面，党建直接拓
宽经营的渠道和资源；另一方面，
经营的发展带动党建的延展。华
包集团的文创园开在哪里，“印二
哥”党建之家就延伸至哪里，相互
赋能、相互促进。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
几度秋。历经数十年跌宕起伏，
沧桑变幻，华包集团从一个日暮
途穷的老国企，而今涅槃槃重生变
成一个焕发青春的活力企业，可
谓枯木逢春吐新芽，老牌国企焕
新生。

枯木逢春吐嫩芽 老牌国企焕新生
——“二厂记忆”诉说平凡而真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