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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气东来 我们的

随意轰炸四行仓库。

这个与四行仓库相隔几十米

的苏州河南岸煤气储存罐，正是上

海最早的燃气事业的见证。早在

1865 年，在外商集资下，成立了“大

英自来火房”（后改名“上海英商

煤气公司”），在今天的苏州河南

岸、西藏中路以西的位置建成了上

海最早的煤气厂，这是上海也是中

国的第一家公用事业，而上海也成

为亚洲第一个使用煤气的都市。

当时的煤气用途是用在煤气灯上作为照明之用，后来电灯

开始流行之后，才逐渐转为烹煮取暖之用。旧上海的煤气事业

步履维艰，到 1949 年解放前夕，偌大的上海市，日输气量仅 9.3

万立方米，煤气成了少数有钱人才享用得起的高级用品。据统计，

截至 1949 年，上海只有 1.7 万户人家用煤气做饭，普及率才只

有 1.9%。

到 1949 年，中国内地只有九个城市有燃气设施，包括上海、

大连、抚顺、鞍山、沈阳、丹东、长春、锦州、哈尔滨。

上海解放后，英商上海煤气公司在人民政府监督下继续经

营。1952 年 11 月 20 日由政府征用，更名为上海市煤气公司，

规划了恢复、改造、提高、发展的蓝图。

1950 年代初，上海在全市统筹兴建两万户工人住宅。作为

全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通上了煤气。那时搬进新村

的人们都是戴着大红花的，人们敲锣打鼓祝贺他们——他们都

是上海纺织、轻工、机械、钢铁厂的一线产业优秀工人。曹杨

新村的居民们不用再烧煤球炉了。煤气实现了从奢侈品转身，

进入寻常百姓家。

据说，当时的上海煤气公司专门派人员到居民委员会现场

示范，拿一铜吊水，放在煤气灶上烧要七分钟；在煤球炉子上

把它烧开，则要二十八分钟。

解放后十年不到，上海所发展的家庭煤气用户数几乎比解

放前的 85 年翻了一倍，更多的普通人家能装煤气了。在老人们

的记忆里，1949 年前要铺上管道、装上一个煤气灶，需要两根

金条，一立方米的煤气价格相当于 5 斤大米；解放后六次降价

至 7 分钱一立方米，相当于半斤粳米的价格。同时，新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灶头不用买，可以租，一年花费三块钱租

金就可以了。

用上煤气的老百姓家里，灶头也在发生着改变，从最早的

铸铁灶发展到了搪瓷灶。一只搪瓷煤气灶，当时只要 17 块钱，

几乎是改革开放后家家都能看到的，今天它已成了一个时代的

集体记忆。

即使这样，到 1966 年，上海 100 户人家中能用上煤气的仍

不到 6 家。在计划的年代里，安装煤气变成很多人的梦想。用

上煤气的老百姓都喜笑颜开，用不上的真是迫不及待。按上海

人说的，“如果用煤球的话，下班回家炉子要慢吞吞地旺起来，

要是碰上熄火了，还要重新点火生炉子，吃上那个晚饭真叫‘夜

饭’了”。

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冶金工业的带动下，中国很多城市改

造和兴建了小焦炉，或利用钢厂的焦炉煤气作为城市燃气。一

大批焦化厂建设投产，带动了城市燃气事业的发展。在解放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工煤气大都以焦炉煤气为主。

1959 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作为十周年国庆献礼工程

的北京焦化厂建成，日供应煤气 20 万立方米，中南海第一次用

上了燃气。

　　据统计，截至1949年，上海只有1.7万户人家用煤气做饭，普及率才只
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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