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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义乌童氏接办武义电厂

民国浙江实业家童子联童子照

兄弟，1926年在稠城创办了义乌电

灯公司，数年后，一个偶然的机

缘，他们又把目光转向水路通达的

邻近县城武义县。

民国 14年(1925)，武义县工商

界人士邵佐文、陈兆然、程作康等

人首创“武义县电业股份有限公

司”(又称电灯公司)，向城镇殷商

富户筹集资金，每股银币 10元,凑
足 8000元,从兰溪购入 30马力柴油

机和 20千瓦发电机，在朱何巷城

脚边设公司，由董事会负责经营管

理。投产后发展电灯 300余盏。由

于发电成本高，用电户少，加之董

事会规定“凡股东户装灯每 5盏免

费优待 1盏”等诸多原因，公司亏

损折本，于民国 19年(1930)停机歇

业。

其时，义乌童子联童子照兄弟

已在武义开采萤石矿数年，因为经

常要到武义去办理矿务，他们深切

地感受到武义人民没有电灯的不

便。当时兄弟俩在义乌已经办有电

灯公司五年，有了丰富的办电经

验，经考察，童氏兄弟决定为武义

“续电”。民国21年(1932)11月，兄

弟俩共同投资接办了武义电灯公

司，由时任义乌电灯公司经理的童

子照兼任武义电灯公司经理，改称

“商办武义电气厂”，在县城水门内

二廊堡刘祠下首设厂，换人换址，

继续经营。

义乌股东与董事

办电首先需要不菲的资金。童

子联童子照兄弟首先自己筹集资

金，他们以童子照的名义一次性

投资了 3000元。同时利用自己的

声誉，他们还动员了兰溪、金

华、义乌的 7名工商业人士一起投

资入股。尤其是义乌的几位童氏

本家：义乌西门的童义兴铜店少

东家童树滋 （谱名童昌滋）（注

6），投资了 1500元，义乌西门的

童森记老板童樟森 （此处记为童

樟星）（注 7） 投资了 500 元，义

乌童慎记印刷厂 （童慎继）（注

8） 投资了 300元。当时义乌稠西

童氏最为有名的几位工商业者，几

乎都参与了武义电气公司的投资。

大家很快就合股投资了 8000 元

（股东有 8 人共 80 股，每股 100
元，共 8000股，一次性缴足），续

办了武义电气公司。

据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当时的

首席申请人童子照呈报的《武义电

气公司股东名薄》记载（省略）。

半年后的民国 22年(1933)5月,
武义电气公司改为商办武义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设董事 5 人：王道

明、童树滋、季剑秋、童樟星、周

佩仁；监察 2 人：姚镜中、黄增

喜；仍由童子照任经理。组织的完

善与资金的及时到位，为武义电气

股份公司的正常运营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经营规模

童子联童子照兄弟接办武义电

气公司后，由童子照任商办武义电

气厂厂长，调聘上海仁记机器制造

厂出身、曾任义乌电气公司技师的

义乌人王孚文为主任技师。厂内分

设营业和机务二科,职员2人,工人5
人。工资最高者 24 元,最低者 4
元。拥有资产 8000元，有 30马力

引擎配 10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套及

碾米机 2台，以发电为主兼营碾米

业。每日发电 7小时,碾米 6小时。

售电价格,包灯每盏每月 1.37 元，

共装16瓦电灯215盏。

武义电气公司的营业范围为：

武义县城东至东岳庙，西至西门，

南至熟溪桥头，北至北门。具体供

电区域是：从古城西北壶山脚下水

城门（电厂）开始，基本区域与熟

溪以北的永丰门、小南门、上水

门、下水门、南门、东门、北门、

水城门、西门及老城墙围成的武义

县老城区范围相符合，仅东门外延

伸出城经王宅至八素门一带，另一

路出南门至熟溪桥止。城区内线路

纵横相连，连接了法云寺、地藏王

庙、城隍庙、壶山小学校、电报

局、商会、县政府、教育局等机

关，以及主要的城门与街巷。其电

区示意图形状如龟形，老城墙范围

如龟之甲身，东门外延伸部分如龟

之头，向南门外延伸的部分如龟之

脚。详见民国 27年 10月以前，主

任技术员郑贤庆绘制的《武义县电

汽公司线路分布图》。

办厂初期的报表数据有：浙江

档案馆档案民国 21年 12月童子照

编制的《收入概算书》。电灯包灯

制，十六支光约 250盏，每月 1.5
元，月收375元，年收4500元。杂

收，碾米每月 50元，每年 600元。

合计：月收 425元，年收 5100元。

实际年产：十六支光电灯，年产量

215盏，每年价值3378元。

当时工厂的原料：柴油，产地

美国，每年需用数量拾染吨，每年

需用价值 1565元；车油，产地美

国，每年需用数量捌桶，每年需用

价值320元。固定资产： 电气厂

的原动力为上海产三十匹卧式引擎

壹座，价值 2400元。机械及重要

工具有：（1）德国产直流发电机壹

座，价值 1400元；（2） 上海产碾

米机贰座，价值 200元；（3）英国

产罗丝铜板壹全副，价值 120元；

（4）上海产冷气桶壹座，价值 116
元。厂址及厂屋：厂址面积一亩，

价值国币 300元；厂屋十一间，价

值国币700元。

武义电气公司续办 5年后的数

据为：民国26年（1937） 8月26日
经理童子照呈报县省的《商办武义

电气厂工厂简要事项查询表》，其

时有工人5人，原动力机为30匹马

力卧式引擎 1座，主要作业机有直

流发电机（十个启罗）1座、8匹马力

碾米机 2座。每月使用原料：柴油 8
桶半、车油 1桶，价值共计国币 157
元。品名：电灯，兼代客碾米。每

月出品：数量 215 盏，价值电费

281.5元，碾费43元。

与义乌电气公司相比，可能是

武义公司需求不旺，除了资产曾经

从 8000 元增加到 9000 元一项外，

武义电气公司的经营规模五年来似

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扩大。

记者 王超亚

本报讯 6月 29日，为进一步推动我县餐
饮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餐饮企业更
加有序、健康、快速地发展，县餐饮协会举办

“田庐杯”首届技能交流活动。
作为大赛重要目的之一，本届大赛秉承

“传承、健康、发展、务实、创新、提升”的
宗旨，提倡美食、美味、健康、安全的优质生
活理念。活动现场，厨师们各显身手，煎、
炒、蒸、煮、炸，制作了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
美食。经过激烈的角逐，评出最佳组织奖 2
名，金奖 9名，特金奖 1名。各餐饮企业的负
责人和厨师还就食材和调味品选用、菜品研发
和推广、企业经营和管理、提升服务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交流。

在优质生活新时代，行业发展对餐饮技能
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专业技能、职业
素养、食品安全和美学知识过硬，又能够深刻
了解消费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才能从根源
上推动餐饮行业的品质升级。县餐饮协会会长
洪俊超表示，“本次活动中，厨师们充分展现
出了高超的专业素养、创新精神和工匠之风。
通过这样的交流平台，通过我们自身的力量，
帮助提升餐饮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及专业
素养，推动餐饮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 王超亚

本报讯 “梁家山去年因为修路一直处于
封闭状态，直到今年五月份才修好开始通车。”
梁家山秘境负责人潘巧红告诉记者，由于修路
原因，梁家山本身就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政
府政策一出，五月下旬开始景区开始回暖，大
部分是一日游和疗休养的游客，客流量平均每
天一两百。

秘境·梁家山集观光、种养、休闲、住
宿、娱乐为一体，被评为2019年度浙江省白金
宿级民宿。这里没有躲不开的车流，也没有蜂
拥赏花的人群，经历时代的变迁，村庄仍保留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淳朴风貌。“梁家山的旅
游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
保护它的前提下开发出它美丽的姿态，提高旅
游资源的使用效益，把当地独有的特色文化、
资源、建筑、美食等充分融入旅游资源，丰富
游览内容项目，增加游客在游览中的参与性。”
潘巧红说。

目前景区拥有14亩有机蔬菜种植地，鸡鸭
鹅养殖场，养猪场正在扩建中，跑马场也已完
工，加上原本的飞拉达、丛林穿越、ktv等项
目，接下去开始策划团建、夏令营、老年疗休
养方面的方案。“我们一直追求的是游客能在这
里体验到原生态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种植养
殖的食物，许多游客吃了油豆腐觉得好吃又来
回购，这就是对我们做这件事初衷的肯定。”潘
巧红表示，下一步，景区将加快提升整体品牌
质量和游客体验，不断优化景区旅游环境，提
升服务质量，始终把游客所需放在第一位，做
到让每一位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县餐饮协会“田庐杯”
首届技能交流活动举行

梁家山秘境：
丰富业态 提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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