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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残损人民币销毁全过程
一张人民币，在经过无数次的辗转之后，也许已是满身油污、伤

痕累累、面目模糊。那么，在经各大商业银行回收之后，它到底去了哪
里？是被炉火直接焚烧？还是碎成纸浆重新印制？处理过程中它会经
过怎样的程序？ 近日， 记者获准进入人行太原中心支行钞票处理中
心，探秘残损人民币销毁全过程。

人民币只是处理的一个“产品”

一般来说，残损钞票在经全省各地商业银行营业网点清点整理
后，会被运送到人民银行在当地分支机构的发行库，各发行库再将所
有残损钞票送到太原钞票处理中心。记者了解到，该中心承担着山西
省残损券及部分回笼券的清分，残损人民币销毁前的再抽查，残损券
集中销毁，太原辖区商业银行残损人民币全额复点、抽查和再抽查等
任务，因此，工作人员每天会接触大量的现钞。“每天见到的人民币太
多了，在我们眼中，人民币只是我们处理的一个产品而已。”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车间墙上“责任如山、制度如钢、安全如天、金钱如纸”

的大字时时都在警醒着大家。

在进入钞票处理车间之前，不能带任何通信工具，且需要换上统
一的制服， 这种制服没有口袋。 钞票处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
释，这是保证车间内钞票安全的一种必要措施。而每进入一个工序的
车间，都需要经专人陪同，刷门禁卡后才能跨过厚厚的防盗门，房间
内安装有大量摄像头，任何一个角落

24

小时都有监控，用工作人员
的话讲就是“绝对没有死角”。每天从上岗的那一刻起，工作人员就必
须一直待在车间内，未经允许不得擅离，也不得随意同外界通电话，

直到当天所有账目核对无误后，才能统一下班。

经过两道工序才能进入销毁环节
首先进入的是钞票清分车间。 车间一侧是从德国引进的高速清

分机，进入机器的钱币要按照事先设定的钞票污损度进行细分，人工
将钞票送进清分机后，机器会以每秒

20

张的速度迅速清分，随后会
有部分假币被机器识别出来，进入机器一侧的出口；一些票面相对较
新仍可继续使用的钞票，在清分后会经过一条很长的传送带，并经过
机器自动清点后打捆。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部分钞票将重新进入国库
并进入市场流通， 而被清分机清理出来的绝大多数达到销毁指标的
钞票，则会进入到销毁的下一个程序。

在钞票复点车间，工作人员正在不停地清数钞票，每人面前都是
数十捆旧钞票。在这里，所有残币被进行全面复点或抽查，通过目测、

手验、验钞机检验等环节，残币、假币将被工作人员挑拣出来。中心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里的工作人员培训合格大约需要半年时间。 “在清
分和复点过程中，需要保证回收的每一张钞票票面整洁，保证销毁的
钞票券别和版别都符合标准。”该负责人表示。而在每个环节中，每一
台机器的机器号、每一名操作员和复核员的名字都会被记录下来，贴
到每捆钞票的表面，上面记录的时间更是要精确到秒。

在经过清分和复点之后，符合标准的钞票才可以进入销毁环节。

每天产生
6

吨废料
进入销毁车间， 一台三米多高、 十几米长的大型机器正在运转

着。机器的一端是进料口，上千捆面额
1

元的钞票被摆放到进料口旁
的工作台上，工作人员正在再次清点、确认即将被销毁的旧钞。 送料
时间一到， 大量不可流通的残旧钞票被源源不断地送入这个“大家
伙”口中，通过容器内置的销毁刀将残旧钞票进行粉碎。 记者通过机
器的观察口看到，碎纸屑在机器内翻飞着。“一般来说，每个批次处理
的钞票大约在一吨左右， 处理‘一锅’（即一个批次） 需要两个多小
时。 ”工作人员说。

据钞票处理中心相关人士介绍， 这些被粉碎的纸屑还要进行压
块处理，最终被制成一块块直径约

9

厘米、厚度约
7

厘米的纸碇，“粉
碎成纸屑后，残币内的纤维就被完全破坏掉了，从而达到销毁残损钱
币的目的。 ”

在钞票销毁车间门口，记者看到，大量纸碇被统一装袋，将被运
送到普通造纸厂用作原料。 据了解，这样被销毁压碇的废料，每天能
产生

6

吨左右。 而自
2003

年
8

月太原钞票处理中心成立至今，已联
机销毁残损人民币

71

万捆，集中销毁残损人民币
4699

吨。

（据新华网）

揭秘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女拖拉机手背景

从童养媳到女拖拉机手的传奇
“我

1930

年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黑龙江
1945

年就解放了，是全国最早解放的省
份，解放区轰轰烈烈的运动让我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 ”梁军深情地回忆着，思绪似乎又
回到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时接受党的教育，整天唱着革命歌曲。

1947

年我到黑龙江省委在德都县创办的
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萌芽学校学习，边劳动边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胡兰》等小说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苏联电影《巾帼英雄》。 电影中的主人公巴
沙是一位拖拉机手，战时与德国法西斯作战。 从那一刻起，我就立志成为一名女拖拉机
手。 ”

“

1948

年，机会终于来了！ ”梁军回忆道：“黑龙江省委要在北安开办拖拉机手培训
班，我们萌芽学校争取了

3

个名额，我抢着报了名。到了培训班，我才知道，我是唯一的女
性。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平时就像男孩子一样，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很快改
变了大伙儿的看法。 学成后，我开着拖拉机在马路上跑，老乡们都惊奇地说，‘看看，大姑
娘也能开铁牛’。 当时我心里感觉特光荣！ ”

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队长
梁军开着拖拉机开荒的故事渐渐传遍四面八方，人们知道新中国有了第一位女拖拉

机手。

1949

年
10

月，在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梁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
成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

“听了我的事迹，很多女孩子跑到北大荒要学开拖拉机。 索耀尔马、陈亚茹、徐霞、袁
如芬……一批好姐妹都来了。

1950

年
6

月
3

日， 我们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
队，我就是队长。 ”梁军永远忘不了那段艰苦奋斗的日子，她们驾驶着三台苏式“纳齐”拖
拉机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昼夜不停地开荒，喝的是荒野上的溪水，吃的是粗粮和野菜。由
于经常遇到狐狸、野狼，为此，拖拉机上备有步枪。“看着我们的拖拉机一走过就是一片肥
沃的黑土地，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我们是共和国的主人，是开发北大
荒的主力军！ ”

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上了人民币
谈起那张著名的照片，梁军说，那是

1959

年
11

月
13

日，国产首批
13

台“东方红一
54

”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梁军兴奋地跳上一台“东方红”驾驶了一圈，在场的记者拍下了那
个激动人心的画面。

1962

年第三套人民币发行，梁军的形象被印在了一元票面上。 有趣
的是，梁军本人并不知情。 直到

2003

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录节目找资料，才揭开这个“秘
密”。

1999

年，黑龙江省委《党的生活》杂志要整理、宣传梁军事迹，派人到省图书馆查找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报纸、杂志、画报登载的有关梁军事迹的文字、照片和图片等资
料，从中翻拍了一些照片，制成画册，给梁军送来一本。梁军翻看画册时，发现里面有一张
放大的一元人民币票样。但是，没有权威部门认定，梁军始终不敢确认一元人民币上的拖
拉机手原型就是自己，对此事也缄口不提。

转眼到了
2003

年，梁军接到崔永元的助手、中央电视台编导张虎迪打来的电话，中
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一档新节目———《小崔说事》，其中一期节目的名字叫《钱啊！钱》，节目
组拟邀请梁军参加，一起聊一聊有关钱币的话题。 因为无法确定自己就是一元钱上的女
拖拉机手，梁军在电话中婉言谢绝了邀请。可没过几天，电视台又打来电话，对方告诉她，

他们已经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处取得联系，并已确认一元人民币图案中的那个女拖
拉机手就是梁军本人，梁军这才接受了邀请。此时，距梁军“把拖拉机开到人民币上”已经
40

年了。

梁军的一生与新中国的农业为伴，

1990

年从哈尔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岗位上离
休。 她的事迹被写进教科书，被拍成电影。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之一，

四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还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
60

名劳
动模范”之一。

(

据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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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1962

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一元券上有位英姿飒爽的女拖拉机手，她的
原型就是我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

1950

年
9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
《新中国的女拖拉机手———梁军》，

20

岁的梁军开着“铁牛”垦荒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

60

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美女如今已经白发苍苍。最近，

82

岁的梁军老人讲述了这张照
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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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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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中，梁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
成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

“听了我的事迹，很多女孩子跑到北大荒要学开拖拉机。 索耀尔马、陈亚茹、徐霞、袁
如芬……一批好姐妹都来了。

1950

年
6

月
3

日， 我们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
队，我就是队长。 ”梁军永远忘不了那段艰苦奋斗的日子，她们驾驶着三台苏式“纳齐”拖
拉机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昼夜不停地开荒，喝的是荒野上的溪水，吃的是粗粮和野菜。由
于经常遇到狐狸、野狼，为此，拖拉机上备有步枪。“看着我们的拖拉机一走过就是一片肥
沃的黑土地，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我们是共和国的主人，是开发北大
荒的主力军！ ”

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上了人民币
谈起那张著名的照片，梁军说，那是

1959

年
11

月
13

日，国产首批
13

台“东方红一
54

”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梁军兴奋地跳上一台“东方红”驾驶了一圈，在场的记者拍下了那
个激动人心的画面。

1962

年第三套人民币发行，梁军的形象被印在了一元票面上。 有趣
的是，梁军本人并不知情。 直到

2003

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录节目找资料，才揭开这个“秘
密”。

1999

年，黑龙江省委《党的生活》杂志要整理、宣传梁军事迹，派人到省图书馆查找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报纸、杂志、画报登载的有关梁军事迹的文字、照片和图片等资
料，从中翻拍了一些照片，制成画册，给梁军送来一本。梁军翻看画册时，发现里面有一张
放大的一元人民币票样。但是，没有权威部门认定，梁军始终不敢确认一元人民币上的拖
拉机手原型就是自己，对此事也缄口不提。

转眼到了
2003

年，梁军接到崔永元的助手、中央电视台编导张虎迪打来的电话，中
央电视台准备推出一档新节目———《小崔说事》，其中一期节目的名字叫《钱啊！钱》，节目
组拟邀请梁军参加，一起聊一聊有关钱币的话题。 因为无法确定自己就是一元钱上的女
拖拉机手，梁军在电话中婉言谢绝了邀请。可没过几天，电视台又打来电话，对方告诉她，

他们已经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处取得联系，并已确认一元人民币图案中的那个女拖
拉机手就是梁军本人，梁军这才接受了邀请。此时，距梁军“把拖拉机开到人民币上”已经
40

年了。

梁军的一生与新中国的农业为伴，

1990

年从哈尔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岗位上离
休。 她的事迹被写进教科书，被拍成电影。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之一，

四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还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
60

名劳
动模范”之一。

(

据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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