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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新生的活力
工业遗产与城市一道拔节生长

5月 1日，长沙锦纶厂这个沉寂许久的
旧工业建筑群将迎来新生，以“长沙·锦秀拾
光”的名字重新开园。

“取‘锦’字承袭纺织文化，用‘秀’字凸显
项目丰富多样的商业内容和工业遗存改造后
的新形象，把‘工业锈带’变成‘生活秀带’。”
长沙市历史建筑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黄映军表示，“拾光”则同“时光”，
体现老建筑通过商业赋能进而复兴，不仅承
载着历史峥嵘岁月，也带来了梦想希望。

长沙锦纶厂是1985年纺织工业部“成都
‘七五’计划座谈会”确定在湘新建的项目，
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陷于停滞。2019年，长
沙国资集团投资将这一老工业遗址打造成
一个集文化创意、娱乐休闲、体育运动、亲子
教育等于一体的公园式智能化绿色街区。
2020年，该项目获批长沙市首个“老工业遗
址”有机更新试点项目。

项目以修旧如旧、局部改造、空地新建
利用等方式进行保护性开发。5月正式开园
后预计年均客流量超400万人次。目前，项
目已迎来涵盖美食餐饮、生活配套、休闲娱

乐业态的多家知名品牌入驻，为长沙滨江新
城商圈品牌升级注入了消费新动能，也为周
边居民提供了更多元的生活娱乐场景和消
费体验。

老树长出新枝叶
“工业遗产+ ”叫好又叫座

2022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在由首都钢
铁厂废弃的冷却塔改造而成的滑雪大跳台
上腾空一跃，不仅让世人为之惊叹，更让大
家关注到这片工业遗址的活力新生。

除了冰雪运动，首钢园还有服贸会、科
幻、网红打卡地等一系列吸引人的标签。

2022年12月底，石景山区进一步明确，
扎实做好“后冬奥文章”，深化冬奥遗产再利
用模式研究，推进首钢工业遗产和冬奥遗产
可持续利用，用好滑雪大跳台、“四块冰”、冬
训中心、冬奥组委办公区等场馆设施，开展
体育消费季等活动，拓展体育培训项目，推
动体育服务场所向文商旅体展综合体转变。
持续改善北京冬奥公园环境，提升运营管理
水平，筹办永定河马拉松等多项活动，打造
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典范。

将在2022年推进新首钢地区28项年度
任务和60项重大项目落地见效的基础上，继

续推动新首钢全面复兴。深化与首钢集团高
层对接，持续创新工业遗存再利用实施路
径，开展石景山古建群保护修缮，举办一系
列文化活动，引领文化复兴。聚焦“科技+”

“体育+”，提升中关村标杆孵化器运营水平，
吸引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持续打造科幻
产业集聚区；推动体育企业集聚，培育电子
竞技、数字冰雪、虚拟体育等产业，建设体育
产业示范区，赋能产业复兴。打造首店、首
发、首秀新高地和消费升级新热点，加速活
力复兴。

今年第三季度，原首钢制粉车间将变身
奈尔宝儿童科技馆开门迎客，将为京西增添
创新消费体验新空间。制粉车间落架大修，
将打造互动式科技探索馆，总面积超10000
平方米，成为首钢园·六工汇的主力店。该儿
童科技馆专为亲子家庭打造，突破传统的展
陈方式，通过多维感官互动式科学体验，将
知识、艺术、互动实践相融合。

依托首钢工业遗存和冬奥会的光环，首
钢园·六工汇是城市更新项目的代表，目前已
形成了亲子家庭、品质餐饮及高科技新能源
为亮点的商业组合，成为京西消费新地标。

在新版城市总规的引领下，曾经的“十
里钢城”，如今已转型为一座“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首钢情结”的大型工业遗址
生态文化园，成为集商业、科技、体育、文旅
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一边“干”一边“看”
工业遗产老骥伏枥

在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游客可以穿矿
服、戴矿灯、下矿井、坐矿车，在地下300米的
采煤工作面体验、感受1.4亿年之久的侏罗纪
煤系。2012年，为晋华宫矿服务了37年的南
山井装车线和开采了近半个世纪的南山井正
式关闭，作为煤矿工业历史遗迹完整保存。晋

能控股煤业集团文化旅游分公司依靠悠久
的采煤历史文化、罕见的侏罗纪煤层地质奇
观，以及完整保留“采、掘、机、运、通”采煤工
业系统，建成了世界最大、亚洲唯一、中国第
一的煤炭工业旅游示范景区。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汾酒文化景区
等工业旅游地，正成为山西旅游的新名片。

汾酒文化景区隶属于汾酒集团，目前已
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综合旅游服
务体系，建成了汾酒工业园林、醉仙楼、汾酒
文化广场等一批工业旅游项目，开放了一线
汾酒酿造车间、贮酒库、成品包装车间等一
批工业旅游参观点。游客可以直观感受企业
形象和生产环境，了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汾酒传统酿造技艺，还可以在生产线上倾
听“清香”故事、品鉴汾酒产品，畅快地过一
把品味汾酒文化的“瘾”。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拥有
部门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多年来，在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少工业
企业从原址上搬迁产生了新时期的工业遗
产。如何将工业生产地转变为旅游目的地，
从“干工业”转型“看工业”？山西一直在实践
探索。目前，全省有27个工业旅游地被评为
国家A级景区，6处工业文化遗产入选国家
工业遗产名单。

高平市潞绸文化园将活化利用工业遗
产真正用“活”了——潞绸织造技艺作为一
项“活”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在“活”着
的工业遗产中。早在2014年12月，这项技艺
就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一条织锦潞绸被，需要用国家级非遗织
造技艺，历经大小298道工序、375天才能完
成，而且只能在那台同样是工业遗产的织造
机上进行。这台织造机虽然被保护起来，但
从未停止“工作”。同样，生产它们的厂房，
也是“活”着的工业遗产。2019年，潞绸文化
园（原高平丝织印染厂）入选第三批国家工
业遗产名单。园区内60多年前由前苏联建
造的织造车间厂房及办公楼，就是工业遗
产。这一排排拥有玻璃窗房顶的锯齿形厂
房，已经被保护起来，但依然作为一线生产
车间在使用。这些工业旅游开发可贵之处在
于，在遗产活化、资源挖掘、业态模式上获得
了成功，实现了多方共赢，实现了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统一。 （本报综合）

中国城市工业遗产的创新转型大约从本
世纪初发轫。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
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传统工业由于种种因
素，已不再适合在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发展，
遗留下了大量的工业厂房和附属设施。对这
些闲置资源，是置之不理，是大拆大建，还是
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活化利用，使其成为赓
续文脉的载体？经过综合权衡，很多城市选
择了后者。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文物局等部门
的指导下，各城市因地制宜，创新施策，打造
出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和示范性的转型
案例。

为何大量工业遗产会转型为博物馆、
旅游景区，又特别是文创空间呢？其中有合

理的内在逻辑。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
以文化为灵魂，以科技为支撑，以知识产权
的开发和运用为主线的知识密集型、智慧
主导型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
和科技含量高等特点，在赓续文脉、促进经
济、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增强城市魅力等
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而工业遗产
特有的厂房外观、高大的空间结构以及铁
锈斑斑的沧桑感，蕴含着独特的工业美学
和复古格调，能够为创意人群提供大尺度
的办公空间和激发创意灵感的美学场景，
并能为文旅活动提供具有后工业时代气质
的标志性空间。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间的
这种高度契合，让文创空间成为工业遗产
转型的主导方向。

由于文化产业本质是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相比工业厂区，文创园区需要更多的办
公、商务、社交、休闲和配套服务空间。但传
统厂区一般是工业建设用地，这导致工业遗
产在功能转型过程中普遍受到用地性质的制
约，经常遇到夹层改造难、消防验收难等问
题。特别是高大厂房进行夹层改造时，由于
增加了建筑面积，立项、审批等环节推进困
难。这些问题至今仍影响着老旧厂房的转型
升级。

未来如何破解难题、更加规范有效地推
动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关键在于做好“双轮
驱动”。一方面是政府发挥好引导和扶持作
用，创新思维、路径与政策，在合理保护的前
提下，在立项、规划、改建、消防、资金、审批

等方面给予创新支持。另一方面是园区运营
主体强化策划和运营能力，围绕目标市场的
特色需求，明确功能定位，推动差异化、品质
化、创新化发展，特别是要根据时代发展趋
势，不断更新内容、场景与业态，打造充满创
意、独具魅力的新型文化空间，让工业遗产
更好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焕发出
新的活力与光彩。

春天餐桌限定款
陈思安

去买菜，还没进市场，突然一股有别于往
常的气味——浓郁的花香钻进鼻子。一位老人
面前放着袋白白的东西，香味就是从那里散发
出来的，原来是槐花。

问老人，这花怎么弄来吃？老人说，蒸来
吃，和鸡蛋炒着吃，包饺子吃，怎么吃都好吃。

满满的一袋全买了，这个春天里，我要过
足吃槐花的瘾。

从网上找来教程，发现做起来都很简单。
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说，“高端的食
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作为春日饭桌上的高端限定款，槐花做起
来真的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那么，先来
一道蒸槐花、一道槐花炒鸡蛋吧。

槐花又香又甜，容易吸引小虫子，所以，去
除了枝叶的槐花最好先用淡盐水浸泡几分钟
后再清洗。

将洗好的槐花分成两部分，一半蒸，一
半炒。

水烧开，将清洗好的一半槐花放进去焯水
半分钟，变绿后捞出。赶快过冷水以保持翠绿
的颜色，然后挤干水分。

打几个鸡蛋，撒点盐，把槐花放进去搅匀。
热锅热油下入蛋花液，边下边用筷子搅散，蛋
液凝固成熟盛出。半是金黄半是翠绿色的槐花
炒鸡蛋就做好了，香甜可口，清爽宜人。慢慢咀
嚼，花香蛋香交融，竟有些许蟹黄的味道。

用来蒸的鲜槐花摊开晾水，等花上的水差
不多干了撒上面粉拌匀。面粉要边拌边放，等
每朵花都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就倒在
蒸屉上用旺火蒸，五分钟左右就熟了。

在碗内将蒜泥、盐、熟芝麻、醋、糖、香油调
成汁，浇在晾凉后的蒸槐花上就可以了。吃起
来，外面绵软，内里还有点儿爽脆，花香和蒜香
相互冲撞，唤醒了好吃客的舌头。

吃着吃着，想起家乡湖北的蒸茼蒿来。
蒸茼蒿是千年古县沔阳（今仙桃市）的传

统名菜。沔阳三蒸原来是指粉蒸肉、粉蒸鱼、粉
蒸青菜。到后来变成蒸畜禽、蒸水产、蒸蔬菜的
总称，成为富有仙桃特色的饮食习俗。

做好的蒸菜，鲜美绵软，原滋原味，不损营
养，又符合现代养生理念，大人小孩都爱吃。

与蒸槐花用面粉不同的是，蒸茼蒿用的是
米粉。鱼米之乡，对鱼、米、水当然有独到的
理解。

忆家乡，总是从一口味道开始。

甘孜州55个项目入选
四川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

本报讯（甘文）近日，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布消息，在四川省政府公
布的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中，甘孜州有55个
项目入选，入选数量位于全省第一。至此，甘孜
州省级非遗项目达到140项。此次共有334个
项目列入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

据介绍，截至目前，甘孜州拥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
目4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5项，省级非遗项目
140项，州级非遗项目556项。

安徽省阜南县：
持续打造
“15分钟阅读圈”

本报讯（葛继红）柔和的灯光、舒适的沙
发、丰富的藏书……置身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
体育公园图书馆，读者安心享受阅读的乐趣。

近几年，阜南县持续打造“15分钟阅读圈”
方便市民阅读，截至目前，已初步形成以阜南
县图书馆总馆为中心，以7个城市阅读空间，
20台公共场所电子图书借阅机为触角的空间
格局。

阜南县体育场阅读空间是其中一个城市
阅读空间，建筑面积360平方米。自2021年1
月1日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书籍借阅超7万
册次，销售图书1.8万册。在2021年长三角及
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中入选
优秀公共文化空间案例。

“这儿离孩子的学校近，每天放学我都带
孩子来这里看会儿书，这个城市阅读空间建得
真好。”一位读者说。

“2023年，我们按照阜南县公共文化建设
“十四五”规划，继续建设7个城市阅读空间。
到2025年，阜南县城市阅读空间将达26个，覆
盖每个社区和主要公园、游园。”阜南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潘永力说。

厂区也是景区，
“锈带”变成“秀带”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观察

让工业遗产焕发新光彩
熊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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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闻出版署：
64种图书差错率
超过万分之一

4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图书
“质量管理 2022”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的
通报。

按照图书“质量管理 2022”专项工作部
署，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对2021年以来出版
的社科、文艺、少儿、教辅和科普等类别图书进
行编校质量检查，共组织抽查102家出版单位
的306种图书。经审核，认定其中64种图书差
错率超过万分之一。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和《图书
质量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国家
新闻出版署将依法对相关出版单位进行处罚。
相关出版单位要对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
分之五以下的图书，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
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
对差错率在万分之五以上的图书，自检查结果
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 （据央视网）

近日，工信部修订印发《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明确支持利用国

家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特色产品推广等功

能的工业旅游项目，加强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弘扬工业精神，发展工业文化，提升中国

工业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办法》是对2018年印发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的修订和完善，以更好

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保护利用工业遗产模式的脚步从未停止。下

面，我们引入三个案例，看看各地工业遗产如何华丽变身，适应城市区域服务功能的

改变，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也给市民留住一抹抚今追昔的“工业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