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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市场需求，扭转长期依靠进口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食糖要立足于国内”的方针，采取了一系

列经济政策。

从吃不到糖到“少糖”，中国人餐桌的70年

记者｜刘朝晖

你还记得小时候缠着

父母买糖吃的日子

吗？很多人的童年梦想，

是拥有一个装满了各种口

味各种颜色糖果的玻璃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

生产能力有限，中国人买

糖需要凭借糖票，糖等副

食品全部计划供给。

1955 年 12 月 19 日，

新中国制糖厂建成投产。

制糖能力提高，吃不到糖

的失落已经成为了历史的

回忆，中国人嘴里的甜味，

在 70 年的沧桑巨变中，越来越浓郁。

从一张白纸到制糖大国

我国糖业发展历史虽然悠久，但主要是土法制糖，生产能

力一直停滞不前。

有历史数据统计，1936 年我国产糖 41.4 万吨，这是解放前

产糖量最高的一年；1949 年糖产量下降到 19.9 万吨，当时只有

3 座机制糖厂，年产糖 3 万吨，其余均是以牛拉石辊压榨甘蔗

的土糖。1949-1950 年，全国所产的 26.1 万吨糖中 90% 是土法

生产的红糖。

糖作为居民生活和食品加工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提高糖产量，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

任务。

可以说，建国初期，我国糖业是在几乎一张白纸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1955 年 12 月 19 日，吉林市郊区九站的松花江畔，新中国

制糖厂建成投产。苏联、波兰、捷克等国家的专家，以及国内

很多省市的技术人员都到此参加糖厂的建设。这是建国后第一

个五年计划中国家 156 个大型项目之一，由波兰援助建成，可

年产砂糖 2.14 万吨，是中国当时制糖行业中，规模最大，技术

最先进的现代化工厂，兴旺和繁荣不亚于现在的一汽，这座糖厂，

也曾被誉为吉林省地方工业的摇篮和财政收入的支柱。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等先

进产糖国家引进了七整套各具特点的制糖工艺技术及装备，先

后于 1955 年至 1958 年建成了包头、新中国、友谊、齐齐哈尔

四座甜菜糖厂和广州、江门、广丰、贵县四座甘蔗糖厂。由于

采取了高起点的建设方针，我国制糖工业工艺及技术装备一跃

进入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