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3 年 12 月 26 日 主编/肖维波 责编/肖维波 校对/王龙霄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1 本版邮箱：wwbshoucang@163.com 专 题

匠心匠心 焕新生长 重塑功能

遵循“历史感、智慧型、生活化、生态性”的规划理念，在“以用促保”中拓展文物活
化利用的深度广度，打造一批兼具烟火味和书卷气、人文景和科技流、活力源和国际范
的多元创新空间，让可见的历史痕迹和充满现代活力的气息在这里共生并存，让文物
保护利用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一是导入新兴业态，深化产城融合。通过工业遗产大规模的保护利用，持续提升杨浦
尊重历史传承文脉的调性底蕴，为产业导入提供大量各具特色的总部办公空间载体。目
前，杨浦滨江已经集聚美团、抖音、B站、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头部企业，吸引投资总额超千亿元，预期到2025年，将汇集30家
以上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3000家以上创新型企业，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同时，对工
业遗产精心设计巧利用，筑巢引凤，让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近悦远来，到2026年杨
浦滨江南段将有270万方商办体量投入使用，约27万创新创业人才汇聚于此。

二是推动功能转型，赋彩现代生活。百年船坞拥抱百年古船，聚力推进长江口二号古
船博物馆落户示范区核心区域，未来将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古船博物馆、全球一流的
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国际航运贸易中心的展示窗口、人民城市生活秀带的文化地标；永安
栈房旧址西楼变身世界技能博物馆，已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一站式了解世界技能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原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第一茶厂厂房化身为周虎臣、曹素功国家级非遗
生产性保护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笔墨宫坊”，展示笔墨文化的恢宏深远；毛麻仓库、
明华糖仓等修缮后，承办了20余项省部级艺术展览，“工业仓库”化身“艺术仓库”；现存唯
一成套的“两万户”长白228街坊更新打造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样板街坊，建成开放

“上海工人新村建设展示馆”，曾经的工人新村又以崭新姿态重回人们的生活。
三是遵循文脉传承，铸就红色地标。黄浦码头旧址创设“初心启航”展厅，实现打卡

“初心启航地”半开放式展陈、“上海港码头号子”等国家级非遗文化一站式体验。沪江大
学刘湛恩烈士故居辟建红色文化主题馆，讲好百年学府的红色文化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祥泰木行旧址华丽转变为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已迎来观众60万人次，成
为上海乃至全国宣传展示人民城市理念与实践的重要窗口；利用电站辅机厂、浚浦局职
员俱乐部旧址等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建成党群服务驿站9处，不断拓展红色文化阵地。

赋彩 激活要素 重赋价值

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以更优的供给服务人民，激活各类要素资源赋能，努
力走出具有杨浦特色的工业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之路，不断彰显人民城市建设的价值
追求和时代风采。

一是加强政策供给，探索机制创新。聚力从实践经验到政策机制的探索，构建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的“1+N”政策体系，制定《关于推进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长效建设 加强工业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的若干举措》，形成九项配套文
件，盘活工业遗产资源，着力破解瓶颈难题，在深化工业遗产甄别评估技术路径、探索
分类运营管理等方面落地细化规范，系统提升工业遗产集成连片保护利用能级水平。

二是推动资源导入，触发文旅添彩。立足沿江开放空间，重磅赛事、国际大展、城市空
间艺术季、全球品牌发布会等高品质活动纷至沓来；打造特色水岸节庆品牌活动，“且听
江潮乐”、睦邻文化节、艺趣文化生活节、滨江人人市集各类活动精彩呈现；开设“人民·秀
带”直播间，举办“百年焕新 大工重铸”为主题的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创建工作成果展，推出第一部反映上海工人新村生活原创话剧《暖·光》，引导人们走
入后工业时代的新图景；做深做活“百BU穿YANG·建筑可阅读”品牌，设计城市微旅行
精品线路16条，带动千万人走入“烟火”“诗意”同在的生活秀岸。

三是推动绿色赋能，造就生态岸线。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策略，以最小干预、最大程
度保留保护为原则，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成片风貌区域的
低碳发展体系。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绿之丘”等项目，以其独特的工业历史印记、良
好的景观呈现获得市民青睐，原本封闭空间转型为开放的生态公共空间。通过保留工
业厂区原生植物景观带，加强废旧工业设施部件再利用，引入水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
用等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充分尊重滨江原生态，让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目
前，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绿地已建成开放 21.6万平方米，有鸟类 44种，昆虫 380余种，生
态多样性显现勃勃生机。

共创 同心聚力 织就秀带

深入探索政府引导、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可持续的文物工作治理模式，以组织引
领、资源驱动、创新助力，真正形成人人都是文物工作保护者、参与者、协力者和共享者
的生动局面。

一是聚力“大联动”共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推进政策
协同、部门合作，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推动更多社会资源赋能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创建，与“世界会客厅”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儿童友好
公共空间示范区、无障碍创新示范区等创建聚力增能，以工业遗产为特质，将公园形态
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建设开放、创新和包容的无障碍环境，构建全龄友好、平等融合、
人人共享的城市滨水空间，感受人民城市的温暖表情。

二是搭建“大智慧”平台。聘请 15位文物领域领军人才组建示范区建设顾问委员
会，与复旦大学文博系、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治理（国际）研究院、上海理工大学党委
宣传部签约共建，开展专家论证和咨询，引入高校毕业作品设计合作，加速与创新平
台、关键技术、科研团队对接，推进智力资源与创建工作深度融合。借力高校专家团队
和学科优势，开展“工业遗产基础信息”和“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案例”两项研究，深入
剖析 15处不同类型的活化利用案例，出版《蝶变——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上海杨浦实
践》，凝练保护利用经验方法和创新理念。

三是增强“大协同”共治。组建滨江治理联合会，制定工业遗产保护自治公约，让工
业遗产保护成为社会的共同行动和愿景；设立人民建议征集站，深化文物工作共建共
治“朋友圈”，“设立三友实业社纪念标识”等一系列散落在民间的“金点子”、好建议，转
化成文物现代化治理成果；在部分中学试点开设城市人文课程、《读行滨江》等特色课
程，推动“文物保护进课堂”；成立讲述杨浦滨江文物故事、弘扬红色文化的志愿服务队
伍，共同营造敬畏历史、珍爱文物、传承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四是聚力“大安全”共筑。构建“日、周、月、年”为节点的文物四级安防体系，落实街
道网格化小分队每日巡查，属地街道每周定期检查，杨浦区文物局与消防部门每月联
合督查，以及专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每年“体检式”排查的工作模式。通过四级联动，每
年出动检查近3000余次，检查文博单位两万余家次，确保守住文物安全的红线、底线和
生命线。同时，加快数字场景应用，上线文物数字管理平台、“博览杨浦”小程序，深化杨
浦滨江文物建筑三维数字化场景应用，增强对文物安全自动化监测的预防性保护，完
善老旧住宅型文物建筑安装故障电弧探测装置的常态化管理，构建数据从采集、处理
到共享输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

未来，杨浦将立足更高站位、更宽视野，在国家文物工作战略部署、上海新一轮发
展机遇、重大文化项目实施过程中，推动示范区更高水平建设，持续深化创建机制、推
动成果运用、鼓励人才创新，以项目化、多渠道的参与性，激发在地居民对城市文化再
生的发展认同，不断提升“生活秀带”建设能级，充分展示人民城市与现代治理双目标、
理论与实践双引领、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双创新的典范样本，对标国际，为全国工业遗
产的保护贡献上海实践、杨浦样本，向世界更好讲述中国故事，呈现上海精神。

（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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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百年

大学、百年工业、百年根脉、百年市政的历

史文化底蕴，造就了这方水土，15.5公里

的滨水岸线，犹如一张满月弯弓，蓄势待

发，洗炼的“工业风”与“人文景”在这里交

相辉映。杨浦拥有“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

之称，诞生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远东

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远东第一大煤气厂等

十余项“全国工业之最”，集中了当时中国

工业科技的最高水平，助推了上海城市现

代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杨浦工

业总产值占到上海的1/4、全国的1/20，永

久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中华牌香

烟等知名品牌纷纷从这里走向全国。作为

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重要的工业基地之

一，百年工业的历史积淀，为杨浦滨江沉淀

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

肌理。

时光流转，历史激荡。步入新世纪，这

片曾在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史上流光溢彩的

土地，随着产业调整、低碳转型、城市更新，

新旧动能转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焕新城

市生命力、复兴水岸新空间，一张蓝图徐徐

铺展。

2020年9月，杨浦以“生活秀带”为主

题入选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

名单，建设范围覆盖杨浦滨江15.5公里水

岸线，总面积约15.6平方公里，涵盖了杨浦

60%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包括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4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区级文物保

护点43处，优秀历史建筑19处。其中，各类

工业遗产最为突出，呈现时间早、类型多、

分布广、规模大等特点，这些宝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赋予了杨浦城市水岸独特的精神气

质和神韵。

面对文物保护利用之问、城区发展之

问、人民城市建设之问，杨浦认真落实“保

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深度融入上

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发展战略，以

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契机，探

索了全方面摸底、全要素保护、全方位赋

能、全周期管理、全民性参与的“五全工作

法”创建路径，科学实施区域文物资源、工

业遗产集中连片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推

动文物保护利用与城市有机更新、产业创

新升级、文旅融合发展协同互进，以示范

区创建赋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经

济社会发展，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奋力绘

就杨浦滨江最美新图景，文物保护利用新

篇章。

善待
延续根脉 重现风貌

从保护利用文物建筑到保留更新工业
遗产，杨浦不断夯实保护在示范区创建中
的根本性地位。

一是落实整体保护。尊重原有环境的
肌理和历史印记，将杨浦滨江南段 5.5公里
作为连续不间断的工业遗存博览带落实整
体性保护，对 26万平方米的工业遗产全面
厘清底数。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研究，集中力
量做好滨江中北段发展规划。三年来，核定
公布黄浦码头旧址等 3处为区文物保护单
位，登记公布明华糖厂仓库旧址等一批工
业遗产作为区文物保护点，一大批工业文
明特色元素在滨江水岸空间得以保留传
承，延续杨浦滨江“素颜”工业之美。

二是升级精准保护。采取修旧如旧、原
汁原味保护修缮的原则，让满载匠心的一
砖一瓦、一梯一窗、一樑一墙重现文物建筑
的往日光华。科技赋能、模式创新，在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
工程中引入BIM技术，实现操作全真模拟，
精准预测实施效果；编制“保护图则”，对待
转型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杨树浦发电厂
厂区内工业物件、设施设备、厂区建筑等逐
一进行全景解析、记录、甄别，评估工业核
心物项保留保护原则要求，以科学的态度、
绣花的功夫实施工业遗产的精准保护。

三是开展抢救性保护。随着城区功能
转型和滨水空间更新，原位于示范区中的
大部分工厂、车间等已基本停产或搬迁，部
分老工厂、老车间原来的历史档案面临着
保存不当、损毁的潜在危险。评估工业遗产
档案资料安全现状，开展上海船厂等 12处
重要工业遗产档案资料抢救工作，已完成
英商怡和啤酒厂档案资料抢救性保护；对
杨树浦煤气厂等6处采取预防性保护，完成
历史图纸 2000余张、历史照片 1500余张的
数字化归集。

四是延展口述史保护。聚焦工厂、工
匠、工艺等主题，邀请曾在杨浦滨江生活工
作的老劳模、老专家、老职工、开发建设者
代表，以及直接参与滨江开发、规划的资深
专家学者代表等 19位嘉宾，采用面对面访
谈形式，以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方式，从
不同视角透析杨浦滨江变“工业锈带”为

“生活秀带”的发展历程，旨在进一步聚焦
挖掘工业遗产历史文化信息价值，加强对
工艺流程、生产过程等非物质遗存的深入
研究和保护。目前，已形成 20 万字采访记
录，完成 12 集《杨浦百年·工业印迹》系列
专题片拍摄，并在东方卫视、上海教育电视
台播出。

漫步夕阳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树浦水厂

2022年11月25日下午，长江口二号古船进入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内

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杨浦站毛麻仓库成为文化展陈新空间

5·19中国旅游日滨江微旅行

且听江潮乐——杨浦艺趣文化生活节秋音系列活动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成果展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旧址（原国棉十七厂）大片的锯齿形厂房经保护性修缮已成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

跑向未来滨江生活秀带晚霞

工作人员维护
具有工业风格的路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