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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文西路步行街头出发，过岐江桥，左转数百米，便

是万木吐绿的岐江公园。畅游其中的人们既可享受城市公园

的精致之美，又能从锈迹斑斑的工业旧物里触摸中山工业文

化的底蕴。众所周知，岐江公园是在粤中造船厂旧址上改建

而成的主题公园，是工业旧址保护和再利用的成功典范。

时光倒回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粤中船厂、凯达

精细化工等一批现代工厂，扎根岐江河两岸，繁荣了中山工

业经济，也记录着老工业人激情的青春岁月。在今天坚持“制

造业当家”、写好“文化兴城”大文章的发展背景下，如何加大

对工业遗产（遗存）的保护与开发，催生出更多成功案例？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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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也有一批“老中山”（老领导、老文化人、老

工业人）怀着对中山工业历史的深厚情怀，为工业遗产（遗

存）的保护利用工作鼓与呼。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一批“老中山”建议加大对我市工业遗产
（遗存）的保护与开发

把“工业锈带”活化为“城市秀带”

文/本报记者 谭华健 谭桂华 图/本报记者 余兆宇

工业遗产（遗存）是指在工业长期发展进
程中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
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工业
遗存。工业遗产是城市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城
市发展变迁的历史佐证，是城市精神传承的重
要依托。

“老中山”在调研中发现，我市有价值的工
业遗产（遗存）保护目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
步。2017年的岐江河城区工业遗存普查显示，岐
江河地段有价值的工业遗存 34处，但在过去 5
年已被拆除 14处。同时，工业遗产保护政策亟
待出台。目前，我市工业遗产名录仍在摸查整
理，管理法规及其配套政策仍未出台，工业遗产
保护规划仍未实施。在走访中，他们发现有部分
原国有转制企业、部门镇街对工业遗产（遗存）
的保护利用理念在逐步加强，但在全市层面的
政策、规划滞后，有的开发主体无所适从，长期
处于等待状态。

为保护和活化工业遗产（遗存）、弘扬中山
制造业当家精神，调研组建议，要把保护工业遗
产（遗存）列入“文化兴城”的重要工作，建立强
有力的保护协调机制。明确主责部门，由经信部
门牵头，负责统筹保护与利用的组织领导工作；
工会、文广旅、自然资源、住建、档案、国资、城管
执法等部门结合部门职责，解决好各自为政的
突出问题，围绕大局，加强沟通。

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工业遗产（遗
存）的全面普查，并对涉及工业遗产（遗存）改造
的所有开发项目实行报备制度，避免简单化的
大拆大建或者一拆了之，为今后的活化利用赢
得时间和空间上的主动。

调研组还指出，要发挥工业遗产（遗存）保
护利用和“工改”相互促进的作用。他们认为，

“工改”是我市再造工业发展空间的“华山一条
路”，通过“工改”释放土地潜力，提升工业遗产
地块效益，是实现保护和活化工业遗产的重要
路径。当“工改”项目中存在疑似工业（遗产）遗
存时，应迅速组织甄别。此外，工业遗产（遗存）
保护和活化工作中破解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土
地分割等需求，都可以通过“工改”改革措施予
以解决。

工业遗产重点在于保护其历史、科技、社
会、艺术价值，而非其生产制造功能，所以其重
心在传承弘扬精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
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我们需要制定好规划，
一步一步走下去。”吕伟雄说。所幸，现在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工业遗产（遗存）的稀缺性
和重要性。2023年中山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到，“做好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文物古迹、工业
遗产（遗存）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让更多工
业遗产重新焕发青春、实现更大价值，或将指日
可待。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工业遗产（遗
存）如何通过保护利用延续生命、焕发新生机，
如何更好地与城市文化、都市生活有机结合，成
为许多城市面对的共同课题。北京、上海、广州
等城市都有不少融旧改、文旅、文创开发等于一
体的成功经验。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滑雪大跳台背后的
几个烟囱状的东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那是
首都钢铁厂搬迁以后留下来的工业遗存，整体
加以改造、再设计，变成了一个工业景观，而这
个景观成了冬奥会的一个大背景。据了解，早
在十年前，首钢园内西十筒仓片区启动改造，
随后冬奥组委办公园区、“四块冰”、首钢滑雪
大跳台等项目先后落地，老钢城添上了冬奥的

“新 IP”。今天的首钢园内，服贸会、中国科幻大
会落户于此，游客与无人驾驶汽车交错。高炉

改为发布秀场、厂房改为冬奥配套建筑、发电
站改为咖啡馆……冬奥元素、科幻与科技，创
新代替钢火，作为新鲜的血液流淌在首钢园。
昔时的工业遗产，正在以崭新的方式融进北京
城中。

综观各地对于工业遗产（遗存）的保护再利
用模式，不难发现，文化艺术产业区模式、公共
游憩空间模式、购物旅游区模式、博物馆模式等
都是较为常见的活化模式，也都有著名的成功
案例。就中山而言，每个工业遗产（遗存）的地理
位置不同、社会影响各异，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
框定其发展利用。但无论哪种模式，坚持减量集
约、绿色生态等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实现环境、
文化、社会、经济等维度的协调发展，同时以人
为本，尽可能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场
所，将是不变的宗旨。

高温车间变身雪砖仓库 “玻璃厂情怀”将何去何从

建议将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兴城及“工改”相结合

取他山之石 各种活化模式百花齐放

▲许多“老中山”对石岐玻璃厂的产品情有独钟。

▲石岐玻璃厂标志性的红砖烟囱高高耸立。

岐江河是中山人的母亲河，
岐江河两岸也是中山早期工业
的集聚地。

“玻璃的主要原材料是石英
砂，那时主要是通过水运，船从
西江进入岐江河，再到狮滘河，
在玻璃厂的厂部码头卸货，然后
输入锅炉，高温熔解。”4月 7日，
站在60多米高的红砖烟囱前，中
山市晨星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彭加宁感觉往事如烟。

与国内外众多知名的工业
城市采取沿江沿海布局一样，岐
江河在中山工业早期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在
岐江河边孙文西路步行街一带，
一批手工业和小型加工机械在这
里布局。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
期间，中山工业开始向现代工业
转变，中山糖厂、粤中船厂等大企
业相继建成投产，中山农业机器
拖拉机站是国内首个拖拉机站。
石岐酱料厂、石岐酒厂、石岐农
药厂等一批带“石岐”字样的工
厂，在岐江边一带集聚。如今，沿
着岐江河边的青溪路漫步，还可
以看到一些旧厂的遗址。

在彭加宁的印象中，那时岐
江河面时常停满了货船，尽显工
业繁华之景。咀香园、美味鲜、凯
达精细化工、华捷钢管、电机厂
等一批工业企业曾在这里写下
辉煌的一页。

上世纪 90 年代，快 30 岁的
彭加宁来到石岐玻璃厂上班。八
九十年代正是石岐玻璃厂的“高
光时刻”。1980年，石岐玻璃厂在
国内首家率先生产玻璃马赛克，
引起强烈的市场反响。作为当时
的新型材料，该产品广受欢迎。
由于玻璃厂车间温度高，那时厂
里推出了福利——雪砖，“相当
于今天的清补凉。”彭加宁说，从
玻璃厂专属，到慢慢进入大众市
场，“玻璃厂雪砖”因其料足味美

而成为几代中山人的夏日回忆。
为了留住这份情怀，彭加宁

掌管的晨星冷冻有限公司至今
仍坚守在玻璃厂的最后一个车
间里生产。车间天花板上还残存
着高温熔炉的熏黄痕迹，但时代
早已更换容颜。彭加宁告诉记
者，他们已在沙溪镇建设新厂
房，预计两年后，公司将整体搬
迁到新址。至于玻璃厂仅剩的这
间旧车间，以及标志性的红砖烟
囱，还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建议
在原址建设中山工业博物馆，希
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彭加宁说。

我市工业遗存遗址记录着
中山这座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不
仅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而且是
几代中山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是
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山市城市更
新局属下的名城办曾于 2017年
委托暨南大学等开展了岐江河城
区工业遗存普查与研究。研究文
本显示，仅上述地段有价值的工
业遗存就有34处。其中属于优秀
级别的有 8处，比较重要级别的
有17处，一般重要级别的有5处。

2022年，省侨办原主任、中
山市原副市长吕伟雄等一批老
领导、老文化人、老工业人怀着
对中山工业历史的情怀，围绕保
护利用中山工业遗产（遗存）、传
承历史文化这一主题，先后走访
了市经信局、市城市更新局名城
办、市档案馆等部门和有关业务
科室。去年 5至 6月，又邀请了党
史、博物馆、社科及工业等领域
的老同志，沿岐江河走访了原石
岐玻璃厂、石岐酒厂、中山糖厂、
中山造纸厂、美怡乐食品有限公
司等多个老工业遗址。大量的史
料一再证明，工业历史文化是近
代以来中山市最具有价值的文
化元素与历史遗产（遗存）之一，
是推进文化兴城建设不可多得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