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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大王”吴羹梅参政议政记
吴 佳

本 文 介 绍 了
“ 铅 笔 大 王 ” 吴 羹
梅改革开放后在参
政 议 政 、 落 实 政
策、开展咨询服务
等工作中的具体贡
献。他当时是全国
政协常委、民建中
央常务委员会副秘
书长、民建工商联
工商研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他在政
协平台上发挥了独
特的、无可替代的
作用，为中国制笔
行业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当年
的 很 多 工 作 方 法 ，
在今天仍然具有借
鉴作用。

随着制笔行业的不断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
日益突出，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来协调和
开展相关工作，协调相关事项，更好地解决行业所面
临的普遍问题。

中国制笔协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吴羹梅和汤
蒂因、徐正元倡议成立的。1981年2月，他们在民
建和工商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一建议，送交原轻工
业部。1982年10月，原轻工业部决定筹建中国制笔
协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1983年3月24-30日，由原轻
工业部和轻工协会召开了中国制笔协会成立大会。到
会的有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机关、
制笔公司、总厂和企业代表的代表共95人。老中青
干部共聚一堂，是中国制笔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
事件和盛会。

在大会上，吴羹梅和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担任关
勒铭自来水笔厂副经理后在外交部工作的刘晓同志一
起被聘为协会的名誉会长。吴羹梅在协会成立前专门
给刘晓写信邀请他一起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为协会
的成立可谓是尽心尽责。

大会选举原轻工业部一轻局局长于庆祥为理事
长，武宗珍、汤蒂因、宁思宏、林盛梅、陈书根、岳
景福为副理事长，林盛梅兼任秘书长。共有包括吴羹
梅本人在内的10名民建会员参加了此次大会，包括
名誉会长1人，副理事长2人，副秘书长3人，常务
理事6人，理事7人，顾问3人。

在大会开闭幕式上，吴羹梅都发了言，表示希望
与制笔界同仁一起，为制笔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尽
力。在闭幕式上，吴羹梅在结束发言前用热情欢乐的
音调唱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歌唱祖
国》两首歌曲，象征了他的心声。同时吴羹梅将他人
赠送给他的西德活动铅笔新产品以及随全国政协访
日代表团带回的日本各种铅笔、圆珠笔、活动铅
笔、纤维笔等全部赠送给协会，供科研仿制和陈列
交流之用。体现了自己作为政协常委和民主党派的
一员，学习到老、工作到老，热爱祖国、热爱中国
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在政协协商制度的领导
下，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
神和目标。

（本文作者系吴羹梅曾孙，现为民建北京市朝阳
区星五支部会员，中国制笔协会文创联盟副秘书长）

多方呼吁，成立中国制笔协会

1977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会
上致开幕词，肯定了原工商业者的大多数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
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还明确了各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197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由乌兰
夫部长主持，宣布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成
员名单，中国民主建国会由胡厥文担任负责人。

1978年2月3日，民建和工商联临时领导小组决定成立民
建和工商联临时协作小组，由黄凉臣、王筱天、叶宝珊、朱德
禽和吴羹梅5人组成。1979年10月民建和工商联召开了全体
代表大会，开始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吴羹梅1935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
一家铅笔厂，有“铅笔大王”之称，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
人之一。1949年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筹备会议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在新中国
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私营企业局副局
长。1954 年奉调到上海主持上海三个铅笔厂的公私合营工
作，1955年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工业专业公司的试点——上海
制笔工业公司，吴羹梅担任私方正经理。

后吴羹梅调回北京民建中常会工作，虽再未参与铅笔行业
的实际工作，但对这个行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认为铅笔工业
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尤其是后代的教育事业有着
密切的关系，一直关注着行业的变化与发展，也利用一切可能
的机会到铅笔厂参观学习、调查研究，参加铅笔业有关会议，
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制笔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尽心尽力。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会上所致的开幕词，鼓舞了
吴羹梅“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斗志和信心。
1978年5月至6月全国政协组织了赴上海、福建的参观团，时
年72岁的吴羹梅和两会 （民建和工商联当时合称“两会”）
领导胡厥文、胡子昂、孙起孟、孙晓村、周士观、胡子婴等多
位同志一起早出晚归，一边考察还一边学习文件，大家都深受
教育和激励，老而弥坚，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恢复工作，老骥伏枥

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制笔行业的工作经验和所了解到的制笔
行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吴羹梅和制笔行业同仁一起提出了
多项提案，并一直跟踪提案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为制笔行业的
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价值。

1979年6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吴羹梅和
上海绿宝金笔厂创始人，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会员汤蒂因联名
提出提案《为了保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
针，充分挖掘制笔工业的巨大潜力，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为
国家多积累资金并更多地创造外汇，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
战役，建议在轻工业部领导下设立制笔工业总公司》。该提案经
政协审查立案后，吴羹梅和汤蒂因又于同年7月31日致函时任
副总理陈云和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和原轻工业部梁灵光部
长，对该提案又补充了一些意见。同年8月8日，梁部长办公室
复函吴、汤二位同志，认为建议很好，已交一轻局调查研究，
积极准备。

1981年1月27日，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吴羹梅与汤蒂因、
《制笔》杂志总编辑民建会员徐正元联名提出了《关于搞好我
国制笔工业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提出了10个问
题：1.关于节约铅笔木材的问题；2.关于加快活动铅笔的试制
工作，争取扩大出口并在国内代替木杆铅笔问题；3.关于改变
铅笔生产中的皮头铅箍传统结构，节约金属和橡胶问题；4.关
于大力组织出口问题；5.关于研究机构问题；6.关于保护竞争
不能保护落后问题；7.关于其他下调工业支援轻工业问题；8.
关于成立中国制笔工业协会的设想；9.关于制订技术交流法、
经济法等的问题；10.关于建议成立制笔工业调整领导小组或
调整办公室的加强领导的问题。

交流会后，2月22日，吴羹梅又与汤蒂因和徐正元提出提
案《抓紧调整工作，把部分铅笔普通杆改为细圆杆、细六角
杆，或细三角杆，今年可增加创汇壹佰万美元》。

上述两件提案均转送国务院交轻工业部研究办理。
原轻工业部宋季文部长在收到该两件建议后，于同年3月

上旬亲自电话约吴羹梅到原轻工业部面谈，并在建议上批示
“此项建议甚好，应立即采纳”。

原轻工业部一轻局随即于3月19日致函16个省、市轻工
局，要认真研究督促所属企业做好细秆铅笔的试制试销工作，
并逐步扩大产量。

198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民建、工商联成员
的建议值得重视》报道了该提案的内容。

1981年5月18日，全国政协工商组在政协礼堂召开了有
关制笔工业两项建议的座谈会，参加者有工商组成员和原轻工
业部一轻局、北京制笔公司、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原商
业部日用工业品局的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吴羹梅作了《关
于制笔工业两项建议经政府采纳后进展情况的汇报》，北京金星
金笔厂副厂长、民建会员汪凌志作了发言《对于制笔工业两项
建议的理解和认识》，并将自来水笔、圆珠笔，铅笔的有关资料
发给与会同志，还陈列了全国各地铅笔厂的各种细秆铅笔和其
他各种铅笔的样品。政府部门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也发了言。

在政府部门和各铅笔厂的多方努力下，到1982年底，生
产细杆铅笔的工厂由1980年的9家增加到14家，产量由1980
年的 13451.10 万支逐年增加到 1981 年的 16689.22 万支，
1982年的23659.90万支，1982年比1980年增长了75.89%。

1983年1月10日，吴羹梅发信给各铅笔厂，请其填报各
厂1982年细杆铅笔的技术指标情况和产销情况。3月14日又
打电报给未填报厂家，了解其1982年细杆铅笔的产量。这些
情况整理成《关于细杆铅笔生产情况分析的报告》，送交中国
制笔协会成立大会。有始有终地完成了自己从提出提案、到落
实执行再到总结汇报的工作。

提案聚焦制笔行业 1981 年 9 月中旬，吴羹梅接待
了来北京游览的前日本真崎大和铅
笔株式会社神奈川工厂厂长益田三
郎夫妇。益田三郎是吴羹梅上个世
纪30年代在日本铅笔厂实习期间的
工厂厂长，两人相别近50年，久别
重逢，相谈甚欢。益田三郎带来了
他和三菱铅笔株式会社 （原真崎大
和铅笔株式会社） 社长数原洋二
（其父数原三郎为吴羹梅在日本铅笔
厂实习时的社长） 赠送给吴羹梅的
礼品，包括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的各
种产品。通过研究和学习日本的最
新产品，吴羹梅深深地感受到虽然
我国的制笔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和世界先进
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再
加一把劲努力追赶。

1982年5月10日至19日，吴羹

梅跟随全国政协访日代表团去日本
进行了友好访问，通过日中协会的
联系，吴羹梅特地去参观了日本的

制笔工业，回到了50年前自己实习
的工厂参观，见到了数原洋二先生，
交流了制笔情况，还参观了各种铅笔
和圆珠笔的制造工厂。

回国后，吴羹梅把自己参观
所得写了一份 《参观日本三菱铅
笔厂的报告》 送交全国政协、中
央 统 战 部 、 轻 工 业 部 、 民 建 中
央、全国工商联及制笔工业的有
关同志参考。

赴日考察，五十年后再相逢

1981年 5月15日，时任国家领
导人因1981以来国内市场学生用铅
笔脱销，批示原国家计委和轻工部予
以解决。轻工部督促各铅笔厂努力生
产，基本满足了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但铅笔用木材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

1981 年 10 月 30 日，全国政协
工商组在政协礼堂召开了“关于扩大
铅笔用木材种类的座谈会”，吴羹梅
特邀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业专家
作了扩大铅笔用材料的报告，与会者
有原轻工业部一轻局、原林业部木材
生产局、原国家物资总局木材局、北
京制笔公司、北京铅笔厂各单位的有
关同志，一致认为制笔工业有自建铅
笔用材育林基地的必要。

1981 年 11 月 30 日，在全国政
协五届四次全体会议上，吴羹梅与汤
蒂因为解决铅笔用椴木事提出联名提
案，案由是：“紧急呼吁，请有关部
门拨足全国铅笔工业明年上半年用椴
木54000立方米，维持正常生产事”。

1981 年 12 月 29 日，吴羹梅和
汤蒂因仍为铅笔用材事联名提案，案
由是：“恳请晋级拨足铅笔用1982年
上半年椴木，以便各铅笔厂安排明年
上半年生产，供应国内外需要，信守
国际合同增加创汇的再呼吁”，这件
提案附有两个附件，一是前述第一个
提案，二是全国18个铅笔厂联名于
是年12月17日致原轻工业部的《关
于82年木材供应不足影响铅笔生产
的紧急报告》。

1982年1月，该提案在全国政协
副主席刘澜涛的关心支持下发送相关
各部门，吴羹梅亲自给澜涛主席写信
表示感谢。在2月8日该提案送交国务

院转原国家物资总局研究办理后，2月
16日，吴羹梅又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姚依林，希望能早日解决该问题。

1982年1月12日，在政协五届
四次会议后，吴羹梅和汤蒂因联名向
政协提出了《建议多方设法增加铅笔
产量案》，经政协审查后送国务院转
轻工业部研究办理。

一直到1987年，已经81岁高龄
的吴羹梅还给时任副总理姚依林写
信，建议由原林业部、原轻工部和有
关地方联合集资营造“铅笔柏”林业
基地。体现了自己坚持不懈、工作到
老的精神和关心制笔行业发展，为社
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

积极奔走，解决铅笔用木材问题

除了提交各项提案，吴羹梅还不断总结自己从事
制笔行业工作的经验，结合调查研究和参观学习，写
成各种经验交流报告和书面文章，提交给相关部门供
交流学习之用。

1982年3月10日，吴羹梅写了《我从事铅笔工
业的回顾——一个老学生对发展我国铅笔工业的浅
见》一文，由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审阅后发给两
会中央和制笔工业有关同志。

1982年7月26日，在民建、工商联联合召开的
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吴羹梅与制笔行业
民建会员宁思宏、汤蒂因作了联名书面发言《把我们
的晚年献给自己所热爱的制笔工业》。

1982年 9月24日，吴羹梅结合自己参观青岛活
动铅笔厂和济南铅笔厂的体会，向全国政协提交了
一份报告，并附有两个附件，附件一是吴羹梅在青
岛时向青岛市政府提出的《请政府有关部门及其他
有关单位对中小学生大力提倡使用活动铅笔，以节
约人力、物力、财力并增加创汇的建议》，附件二
是济南铅笔厂给他的复信中的一段《介绍增产细杆
铅笔经验 （摘要）》。报告同时抄送中央统战部、
原轻工业部一轻局、民建中常会、全国工商联等机
关收阅，并将附件二印发给全国各铅笔厂作为
参考。

1982年10月27日，由吴羹梅倡议，在北京市民
建和工商联的领导下，北京市民建和工商联制笔咨询
服务组正式成立，成员有吴羹梅、原轻工业部制笔工
程师民建会员刘正明、汪凌志等5人。制笔咨询服务
组以提高制笔工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改善经营管理
为重点，从调查研究入手，提供咨询服务。服务组在
成立后对5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了开展工
作的3点建议。

1982年11月 24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五
届五次会议闭幕后，吴羹梅与汤蒂因联名向全国政协
就制笔工业提出了七个提案，分别是：

1.为请求财政部同意将制笔产品免税出口案；
2.建议商业部必须落实收购计划并由工、商两部

共同下达生产收购计划案；
3.建议组织各方面的经济专家和有关工商部门，

讨论制定出一个比目前更为完善的工商业考核办法案；
4.建议商业部门进一步改进工作，做好商品推销

供应案；
5.建议引进必要的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以

求早日实现制笔工业现代化，充分供应国内外需
要案；

6.建议在中小学生中大力推广活动铅笔，以节约
木材增加创汇案；

7.请政府有关部门适当增加铅笔产量并拨足明年
上半年椴木供应案。

以上七项提案，于1982年12月15日送交政协，
经审查立案后均送国务院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坚持不懈，建言献策

1978年6月，全国政协民建考察团在福州合影。

建议设立制笔工业总公司的提案。

一
九
八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政
协

访
日
代
表
团
与
日
本
友
人
合
影

一
九
八
一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
全
国
政
协
工
商
组
召

开
有
关
制
笔
工
业
两
项
建
议
的
座
谈
会
的
会
议
通
知
。 《为请求财政部同意将制笔产

品免税出口案》的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