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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的煤矿、古老的作坊、废弃的工厂……
这些曾经的“工业引擎”承载着城市记忆，见
证 了 历 史 风 貌 ，如 今 却 因 各 种 原 因 沉 睡 ，在
城 市 快 速 发 展 的 脚 步 中 被 遗 忘 。 如 果 能 保
护利用好这些工业遗产，推动它们以全新的
形 式 创 造 财 富 ，不 仅 能 传 承 工 业 精 神 ，更 能
唤醒沉睡的价值。

如何才能充分开掘这座“富矿”？一方面，

需要进行“工业考古”，应用数字化手段，对不
同工业发展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加以测绘、记录
和存档。另一方面，持续注入文化“活水”。工
业遗产的重新开发和利用，需要充分发掘其背
后凝聚的独特文化理念。需要注意的是，不少
工业遗产历史悠久，应保护优先、以用促保，既
要防止因过度开发而保护失当，也要尽量规避
因过分限制而难以改造利用。 （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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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一位退休纺织工人在大华博物馆内如数家珍地给孙子讲解纺织机械历史知识。回忆起曾经的纺织
工作，老人热泪盈眶，他说非常感谢国家能将这种老厂房升级改造留下来。

陕西是全国“156”工程和“三线建设”项目最
多的省份，保存着丰富的当代工业文化遗产。“一
五”时期，国家在陕西的工业投资额达 17.3亿元，
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 57个，其中前苏联援
建的 156项工程有 24个布局在陕西，初步奠定了
西安、宝鸡等作为工业城市的基础，陕西因此成
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
型升级，我省部分传统企业逐渐衰退，为了铭记这
段历史，保护这些珍贵的工业遗产显得尤为重要。

老厂房的华丽变身

从旧址遗迹到文化地标，从废弃厂房到城市
艺术空间，一些经过改造和再创造的工业遗产，
开始快速向文化艺术空间转型。

2002年，秉承着“旧厂房、新生命”的理念，

践行老厂房活化再利用的城市更新方式，西安
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诞生。由入驻企业、商户
带动的商品物流供应链及衍生文化效应，将间
接拉动就业岗位 4000余个，对带动本区域相关
产业发展，促进当地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具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

2011年，大华纱厂旧址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百大新发现”。始建于 1935年的西安大华
纱厂是西安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新中国成立
后，陕西一度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20世纪 80年代，大华纱厂开始亏损，最终在 2008
年因为经营不善申请政策性破产。

2013年，“大华·1935”项目的先期呈现——
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如果说，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重在以创意
为老厂房寻求再生之路，那么大华工业遗产博物
馆则通过将工业实物的展陈，为人们翻开了一页
属于城市工业的历史。

“我们面前的这座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就是当
年大华纱厂的正门，现在被称为‘老南门’。从
1935年落成至今，它已经有 80多年的历史了。”
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折光利说。

在工业实物的展陈区，机器设备、厂房设计、
选址规划、生产工艺记录，让工业科技的发展脉
络清晰可见。

几乎与“大华·1935”同期，2012年 7月，陕西
省美术家协会与灞桥区委、区政府等部门多方合
作，保留并改造原纺织城核心区主厂区，并将其
更名为半坡国际艺术区，旨在以艺术的特殊价值
带动工业遗产“蝶变”。

越来越多的老厂房华丽重生，让前来参观的
人们能够追溯工业历史风貌，唤醒了深藏于他们
内心的工业发展恢弘记忆。掩于岁月的工业传
奇，正在被重新梳理，为我们讲好陕西故事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

保护利用的探索实践

2017年，省工信厅会同省文物局启动“一五”
及“三线建设”时期在陕“156”重点工程项目的工
业遗产调查。

2017年12月，宝鸡申新纱厂进入第一批国家
工业遗产认定名单；2018年 10月，第二批国家工
业遗产名单公布，陕西有铜川市印台区的王石凹
煤矿和延安市延长县的延长石油厂2处工业遗产
入选；2019年底，陕西省“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

“定边盐场”“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蒲城长短波授

时台”3处工业遗产进入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名
单。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被梳理、认定，陕西
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实践。

“陕西是文化大省和文物大省。多年来，我
们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始终走在全
国前列，但工业遗产保护整体上仍然相对薄弱。”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陕西省工信厅总经
济师、陕西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羌薇仍不乏
担心，“对工业遗产认识不足、总体存量不清晰、
缺乏保护标准，是当前陕西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
面临的主要问题。”

见证历史更要启迪未来

有效的保护是合理利用的前提。羌薇介绍，
目前工业遗产的保护模式主要有工业博物馆、遗
产保护公园、城市商业综合体、文化创意产业园
等，根据历史基础、区位优势等条件确定不同的
发展路径。

“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要做好各类资源的
统筹协调，打造围绕工业遗产为核心的、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工业文化，建设一批具有社会公益功
能的工业旅游示范点。”羌薇说。

陕西的工业遗产，特别是近代一些民族企业
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工业项目，包含着浓重
的爱国主义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国民族
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富强的重要见证。

保护好、利用好工业遗产，不仅是为了留存城
市工业发展的印记，更是为了对未来的城市工业
发展提供启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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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大华 1935，致
力打造纺织文化传承、精品剧
目视听、艺术品展览、都市时
尚休闲相融合的大型综合文
化中心。

→西安大华纱厂工业旧址。

工业遗产是人们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区域文脉传承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政府和民间都在关注工业遗产，在有效保护基础上，探索利用发

展新模式，推动工业文化传承发展，使其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让工业遗产及其背后的文化走进人们的生活，深入挖掘工业遗产文化价值，

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利用物质遗存及非物质遗存，形成各具特色的利用模

式，让工业遗产更好“活”在当下。这当中，工业博物馆是传承工业文化的载体，

也是保护利用的一条路径。目前，一些地方正在积极探索……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
水平参差不齐。”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副主任孙星说，一些大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较好，但一些偏远地区的工业遗产缺少资金支
持，很难得到有效保护。还有部分地方对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并不重视，甚至急功近利，用宝贵的
工业遗产来发展房地产。另外，我国在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方面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不像保护文
物一样具有强制性，一些工业遗产并没有纳入城
市发展规划中，其“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
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

经过十几年来持续扩展，中国的工业博物
馆在形式、定位、展陈方式等方面已逐步成熟
和多样化，成为收藏、阐释、保护和研究工业
遗产的重要场所。但是，目前依然存在非国
有博物馆遇到设立症结、藏品法律地位不清
晰和社会化程度有限等需要解决的难点。

非国有工业博物馆的设立存在程序困境。
工业企业本是最直接、最有条件设立工业博物
馆的主体之一，但是按照现行博物馆法规规定，
博物馆正式成立以后，藏品属于社会公共财产
而非个人或任何企业，终止博物馆时资产处理
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无法直接分享博物馆体

系的专业指导和文化红利，这使许多企业对于
“博物馆”望而却步。

工业博物馆的藏品缺乏法律地位。由于在
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并未对可移动工业遗产作
出认定。因此，实际操作中所藏工业品没有文物
地位，不受文物保护法保护，缺乏必要保护资源。

工业博物馆的社会化程度尚待提升。一方
面是研究有限，缺乏与外部科研力量的合作，使
得本应最有看点、最能孕育出新产品的再展现沦
入平庸和“老生常谈”。另一方面是开放程度不
够，相当数量的工业博物馆，特别是企业博物馆
开放时间短，参观流量有限，社会认可度不高。

“我们完全可以把工业遗产变成城市的地标、
亮丽的名片、网红打卡地。”孙星建议，发展以工业
遗产为载体的工业旅游、研学旅行，形成生产、旅
游、教育、休闲一体化的工业文化体验新模式。

未来，希望能够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也希望政府能
够进行更好引导，有更多资金来支持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使其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打造一批
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
体的“生活秀带”，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为老工业城
市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马雨墨 刘坤）

解难题：让工业遗产真正发挥作用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发
布《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
案》（下称《方案》），加快推进老工业城市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促进城市更新改造，助推老工
业城市实现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转变。

按照《方案》，我国将加快发展新时代中国
特色工业文化，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

保护传承、产业创新发展、城市功能提升协同
互进，打造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
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活秀带”。

为探索打造“生活秀带”的有效路径，《方
案》要求建立工业遗产分级保护机制，评估工
业遗产价值，建设工业遗产数据库，为科学规
划、分类保护、有效利用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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