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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我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

曾几何时，无数个“第一”在杨浦滨江诞生。随着城市加速建
设、快速发展，饱经沧桑的老厂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怎么把
这些历史建筑留下来、保护好、再利用、活化起来，是时代留
给杨浦的命题。

曾经的工业仓储空间，如今“装”入了文化艺术，成为“文
化仓库”——市民在展览中邂逅自己的老物件，“百年工业文
明”历久弥新；“修旧如旧”，“锈色”亦能“生香”——沉睡百年
后，它与2000余件全球藏品一起“醒来”；外观延续本色，“像
个木头盒子”，而内部却流淌着“数字化”血液——“科技含量
太高了”，是他步入馆内说的第一句话……

在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成果展
上，已经可以窥见未来城市的“一角”。未来的人民城市新实
践中，杨浦怎么把更多工业遗存逐一点亮，融入万家灯火？

■记者 汤顺佳

他在“很有味道”的展览
中，邂逅自己的老物件

11 月 8 日，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成果展在杨浦
滨江毛麻仓库开幕。而市民史国庆在
开展前就“探营”过了。因为展览中的
不少老物件，是从市民群众中募集而
来，展陈室内一抽屉的老自行车票，就
出自收藏爱好者史国庆之手。

史国庆是土生土长的杨浦人，年
轻时曾在唐山路上的上海自行车厂工
作多年，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对自行车
心怀热爱，还对“厂区生活”有着深深
眷恋，收藏自行车票也就自然而然成
了爱好。“没想到收藏了这么久的票
子，现在还能有用武之地。”史国庆说。

杨浦坐拥滨江岸线15.5公里，土
地面积12.93平方公里，分为南中北三
段，丰富的历史建筑资源，催生了这里
创新生动的空间改造利用模态。2010
年，推进中国首家工业化制糖厂明华
糖仓内部搬离、改造；2016年，启动改
造上海烟草仓库为“城中花园”绿之
丘；2018 年，开启毛麻仓库旧址整体
修缮……2020 年 9 月，带着大批焕然
一新的特色历史文物地标，上海杨浦

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正
式入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创建名
单。三年后，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成果展落地毛麻
仓库，向世界展示杨浦的风采。

展览以“百年焕新 大工重铸”为
主题，设有“工业根脉”“叠合生长”“生
活秀带”“涤岸之兴”四大展区，展览面
积达1600平方米。

从在棉纺织厂“工作”多年的老式
梳棉机，到迷宫一般的水厂管线图，从

“退休”了的水泵，到生了锈的凤凰牌
自行车……一台台巨大的工业设施设
备、一样样弄堂里常见的老物件，在

“工业根脉”展区，以实物、图片等形
式，留下了“杨浦制造”的迷人痕迹。

“叠合生长”展区内，借助专业团
队的图纸“翻译”技术，复刻展示了绿
之丘、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等 11 个建
筑模型，呈现了 11 个代表性工业遗
产的活化利用案例；“生活秀带”展区
则展示了近年来杨浦的飞速发展，重
磅赛事、国际大展等纷至沓来，历史
建筑真正融入生活，为市民群众带来
全新体验。

史国庆说，这次的展览办得“很有
味道”。“这次我把车票都拿出来展示，
是希望给更多年轻人看，原来杨浦还
有这样的过往，原来如今的城市已发

生巨大改变。只有让年轻人了解过
去，才能拥抱未来。”

2023 年 11 月 9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日，展览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沉睡百年后“醒来”，“锈
色”亦能“生香”

背靠杨浦滨江，侧倚杨浦大桥，被
包裹在公园绿地中，独特的“双子楼”
在晨光下熠熠生辉，沉睡百年后，永安
栈房与新添入的 2000 余件全球藏品
一起“醒来”。今年11月7日起，由之
改造而来的全球首家世界技能博物
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时间倒转至上世纪二十年代，华
侨商人郭乐、郭泉兄弟俩在杨浦滨
江，相继创办了永安第一棉纺厂和永
安栈房。其中，永安栈房由两栋四层
仓库组成，一度作为单一棉纺原料的
仓储基地使用，后又被更名为上海第
二十九棉纺织印染厂、被改为上海纺
织原料杨浦仓库、被改建为办公楼对
外出租……它见证了百年中国棉纺
织业与物流业的荣辱兴衰，却在时代
的潮流中逐步沉寂。

2015年，黄浦江杨浦段滨江综合
开发指挥部办公室正式收储永安栈
房，计划修缮再利用。2019 年，永安
栈房被确定改造为世界技能博物
馆。怎么改？改哪里？“修旧如旧”当
如是。

专业团队一入场，即发现永安栈
房存在诸多改造难点：“双子楼”中的
东楼因曾被改为办公楼，建筑立面遭
到破坏，部分外墙被拆除改为玻璃
窗，室内地面出现沉降……于是，团
队因地制宜，一方面保持“双子楼”的
总建筑面积、建筑外轮廓和高度基本
不变，并保留了过去标志性的八角形
棱柱，一方面对建筑立面、屋顶水箱
等进行调整，在保留历史建筑真实
性、完整性的同时，提升其实用价值
和安全性能……永安栈房得以华丽
转身。

在杨浦滨江，这样的“华丽转身”
并非唯一。近来，上海船厂旧址1号
船坞以去年11月整体打捞出水的“长
江口二号”古船为核心，着力打造一
座新的“科普乐园”，即上海博物馆北
馆。未来，这里计划与东馆、人民广

场馆一起，助力基本形成“一体三馆、
全城联动、特色清晰、相辅合璧”的发
展格局。

“我们会为古船建造临时考古站，
搭建钢结构棚架保护舱、打通各路照
明、安防、文物保护等系统，以最大努
力确保船体及文物安全。建设完毕
后，我们将即刻开展实验室考古发掘
与文物整体保护工作。”现场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

据统计，杨浦共有保护、保留建筑
200余栋，其中包括滨江地区66幢总
面积超过 26 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存。
大桥公园站，以杨树浦一带的老厂房、
老机器等为线索，讲述滨江工业发展
史；电站辅机厂站直接在原址上兴建，
主题为“百年记忆，魅力滨江”……杨
浦滨江沿岸 9 处党群服务站“各美其
美”，宜人江景、红色印记与休憩空间

“水乳交融”。
如 何 点 亮 更 多 零 星 的 工 业 遗

存？杨浦已在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
间贯通过程中，确定了 5.5 公里连续
不间断的工业遗存博览带概念，纺
织厂的廊架、钢质的栓船桩等众多
历史元素得以保留或改造，成为公
共空间的景观或配套服务设施，杨
树浦水厂、杨树浦电厂等文物保护
单位及其工业设施设备、工艺流程
也得到了保护展示。

沿着江畔走走，“可看、可听、可
读、可游、可享”，市民游客既能在历史
长河中尽情徜徉，又能驻足现在，获得
全新的旅游体验。

科技加持“再创新”，窥
见未来城市的“一角”

创 新 体 验 自 然 离 不 开 科 技 的
加持。

“科技含量太高了”，是市民何先
生步入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
示馆说的第一句话。

于 2021 年开放的杨浦滨江人民
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由始建于1902
年的祥泰木行旧址改建而来，仅看外
观，只觉延续了木行本色，用何先生
的话来说“就像个木头盒子”，而内部
却流淌着“数字化”的血液。四排可
触控、可互动的书架，交替存放着实
体书与电子“假书”，分别呈现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
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人民城市·杨
浦故事”展厅以长条电子大屏，展示改
革开放以来，在杨浦建设、治理与发展
过程中涌现的先进人物、人民故事；地
下展厅内则开放展示 3 个互动影像
盒，记录了19世纪至今的杨浦滨江历
史沿革……

一边承载着杨浦滨江工业发展的
厚 重 历 史 ，一 边 集 结“5G + 8K”

“3Dmapping”等高科技展陈方式，杨
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逐渐
成为市民群众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

“打卡”地。
“在老厂房旧址里学党史，还是用

这么高科技的方式，感觉很特别。”何
先生说，“这里随处可见的显示屏，能
让我‘摸’到杨浦滨江的发展，仿佛可
以随时走入历史长河。”

文物保护利用的再创新，总能让
文物分外“鲜活”。

利用现代科技，尤其是数字化技
术，打造城市地标性品牌和文旅目的
地，已成为杨浦创新性保护利用文物
与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

“数字化”也被活用于文化传播，让文
物与历史“上云”，把它们进一步“推
送”到市民眼前。在杨浦，举起手机轻
轻一点，即刻进入杨浦滨江的 VR 之
旅；慢行在历史建筑之间，扫个码就能
轻松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紧握模拟
船舵，便可一览老厂房全貌以及它身
上的故事……

今年 6 月，杨浦上线文物数字管
理平台（一期），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构建文物数字档案系
统、管理监测分析平台、文物巡查小程
序、“博览杨浦”小程序等，力图实现文
物档案的全息化归集、文物保护的可
视化管理、文物巡查的全闭环处置、市
民游客的沉浸式体验。

在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成果展的“涤岸之
兴”展区，可以窥见未来城市的“一
角”。随着世界级滨水区的开发建
设，杨浦正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创建为契机，让更多文物建筑和
工业遗产成为融合城市记忆和产业
发展、服务居民生活的“最美空间”。

本版部分图片为资料图

“百年工业”，如何融入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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