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遗产成为城市转型“新名片”

废旧老工厂
变热门新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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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
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的、科
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
的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
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
的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
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
运输及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
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

宅、宗教和教育设施等。
相比国外较早开展工业

遗产的保护、研究与利用，中
国起步较晚，一度是“被遗忘
的角落”。

中国工业遗产主要形成
于几个阶段：一是古代手工
业时期；二是清末洋务运动
和民国民族工业时期；三是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
年代；四是从20世纪60年
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

如今，如何将记录中国
工业化进程重要信息、承载行
业和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
积淀的工业遗产加以保护利
用，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

从“被遗忘的角落”到成为热门话题

初冬，中国湖北黄
石，华新水泥厂旧址。
旧厂房内，铁锈色的楼
梯穿插于各种带着历
史温度的旧设备之间；
旧厂房外，贴于厂区办
公楼斑驳蓝色木门上
的“必须穿戴好劳保用
品”的标牌仍旧清晰
…… 不远处，工作人
员正在重现那些沉寂
于岁月中的历史。从
创建到全线关停再到
保护利用，华新水泥厂
的行进足迹，正是不少
中国工业遗产走过的
路。在民众旅游消费
需求日渐多元化、怀旧
风潮渐起的今天，一些
废旧老工厂经过改造
变成了热门新景区。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
研究会会长郭旃表示，当前，
大家对工业遗产的重要性及
其在工业文明发展史上的地
位、意义、作用等的认识比较
容易统一。如何保护，保护的
规模应该是多大，保护利用之
路该怎么走等，在现实中会涉
及各方利益纠葛，但各地都已
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的模式。

伴随工业遗产保护的讨
论，“活化利用”成了高频词。
如何实现真正的活化，使工业

遗产成为城市转型“新名片”，
中外各国有不少成功案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业
遗产教席持有人郭粤梅介绍
了德国的相关经验。煤矿关
税同盟位于德国埃森市，始
建于1847年，是鲁尔区借助
煤矿工业大发展的重要见
证。鲁尔区开展城市再生计
划，煤矿区所在的53个城市
经历了结构转型。如今，煤
矿区已成为一个艺术、创意
和休闲活动中心。“人们可以
在厂房里举办各种艺术展或

音乐会，在用集装箱焊接的
游泳池内游泳，或者蹬着一
部大轮子车在焦化厂的老炼
焦炉之间游览。”郭粤梅说。

位于北京的 798 艺术
区，被视作中国“工业遗产转
型的成功样本”。其所在地原
是“国营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
厂”，即718联合厂。“798”的
成功，让不少地方看到了工业
遗产改造成文创园的可能。
但相关专家提醒，改成文创园
并非唯一模式，活化利用不能

“一窝蜂”模仿。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纳入城市转型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
古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希拉
里·奥林奇认为，在保护基
础上，工业遗址可通过博物
馆等载体，进行创新性的展
示展览活动，讲好“人的故
事”。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大
冶铁矿东露天采场旧址所在

地）的下一步计划是讲述矿
工故事。“准备实施‘矿井探
幽’项目，游客可以穿着矿工
服，带着矿工帽，进入矿井巷
道，沉浸式地感受矿工的工
作状况……”站在大冶铁矿
东露天采场旧址的黄石国家
矿山公园管理处主任阎红勇
说起未来，声音高了起来。

郭旃认为，在工业遗
产活化利用的过程中，会
涉及其和社会发展的关
系、和原来工厂的关系、和
当地社区的关系等。“但遗
产保护是核心，如果把追
求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的
话，很难如愿。”

（人民网）

在遗产保护基础上讲好“人的故事”

近日，携程和银联国际联合
发布《新旅游、新消费、新中产：
2019年中国人出境旅游消费报
告》显示，2019年中国人出境旅
游消费依然世界第一。根据国
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19年
上半年，中国境外旅行支出
1275亿美元，超五成旅行支出
发生在亚洲地区。2019年，截
至目前，中国游客选择携程出境
游度假产品到达全球158个国
家，较去年增加了17%，预计今
年出境人次和消费额将创新高。

出游体验个性化、多元化趋
势也更加凸显。近日，途牛发布
的《2019全球自由行消费分析》
指出，出境自由行十大热门目的
地分别为泰国、日本、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柬埔寨、菲

律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土耳
其。在部分目的地玩法中，徒
步、骑行、潜水、摄影、登山、滑
雪、越野自驾等户外项目逐渐受
到更多自由行游客的追捧，比如
去仙本那考潜水证，去皇后镇跳
伞，去清迈学做泰餐等较为受
宠。

结合银联国际和携程旅游
的数据，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的
场景也日益多元化，已形成十大
热门消费场景：餐饮、购物、住
宿、向导、景点、演出、交通、玩
乐、自驾、邮轮。而随着移动互
联网的迅猛发展，游客需求变得
更加移动化、个性化和多样化，
随走随订成为中国人出境旅游
的显著趋势。

（人民网）

冬季来临，虽然天气转冷，
但夜经济并不会降温。北京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
地满足市民游客品质化、多元
化、便利化的冬季消费需求，在
巩固夏季夜间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北京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分类培育”原则，推出7方面
措施，不断丰富“夜京城”冬季消
费供给，营造有温度、安全有序
的消费氛围，提升消费体验。

这7项措施包括开展冬季
主题灯光秀、灯光节、灯会品牌
活动，开展冬季夜间文化主题活
动，冬季夜间体育健身活动，策
划冬季夜间经济促消费品牌活
动，引导博物馆文化馆延时经
营，持续打造冬季深夜食堂，加
强冬季夜间经济宣传推介等。
夜间文化体育活动将成为冬季
夜经济的重要支撑。部分博物

馆文化馆将延时经营常态化，自
助图书馆实现24小时开放，部
分商圈和企业开展夜间读书会、
夜读季、夜间市集、夜间品鉴和
夜间音乐沙龙等活动。为满足
冬天冰雪运动的热情，本市还将
在滑冰、滑雪场开设夜场，满足
夜间消费需求。

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月底前将面向消费者推
出《“夜京城”消费指南》冬季版，
聚焦夜京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
等消费点位，汇集吃喝玩乐游购
娱等多场景、多业态夜间消费信
息，多渠道引导夜间消费。

这些亮点千万别错过：大运
河沿岸新增灯光景观；老舍茶馆
增加夜间演出场次；国博首博周
六延时闭馆；石京龙等滑雪场开
夜场；庆丰等老字号延长营业时
间…… （人民网）

北京推出七大措施

丰富“夜京城”冬季消费供给

近期，东方白鹳出现在花塘
河湿地巢湖入湖口。

作为中国“三河三湖”治理
的重点流域之一，巢湖富营养化
问题由来已久，流域周边的生态
环境一度遭到破坏。近年来，巢

湖所在的合肥市采取系列措施
控源治污，近期还以人大立法的
形式为湿地保护注入法治力量，
湿地生态重现生机，逐渐成为水
草丰茂的“候鸟天堂”。

新华社发

安徽巢湖湿地重生再现“候鸟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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