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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11 月 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印发《国家工业遗产
管理暂行办法》，我

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有了
新依据。工业遗产在推动地
区产业转型、重塑地区竞争力
和吸引力、带动经济社会复苏
振兴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辽宁是我国开始工业化
最早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工业
化进程的缩影和典型代表，工
业遗产资源雄厚。如何提升
社会各界认识不足、解决开发
能力有限、面临障碍较多等不
利因素，让我省工业遗产的保
护水平和价值发挥，与我省拥
有的资源状况相符。

请看本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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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的工业遗产，厚重、独特、
不可复制。”近年来，沈阳建筑大学
教授吕海平和她的研究团队，对我
省多处工业遗产开展调研工作，说
起这些资源特点，她的学者理性，时
常被激情所左右。

回望辽宁百余年令人骄傲的工
业历史，这样的激情不难理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纺织、印
染、火柴等轻工业、机械制造业乃至
军事工业在这片土地崛起，辽宁成为
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最早建
起了全国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
地，诞生了新中国工业史上数不清
的“第一”。

“一五”计划结束时，辽宁工业
总产值占全国的 16%，居全国第二
位；曾经，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
的发电量，近30%的金属切割机床，
50%的烧碱，60%的钢产量均产自辽
宁，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
占有很高比重。

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
中，辽宁省共登录工业遗产类文物
遗存269处。

丰厚的工业遗产，正是辽宁
激情岁月的积淀。当后工业化时
代不可避免地到来，随着空气污
染、水体污染、机器噪音等负面元
素的旧有工业面貌被加以改变，
大量的工业遗存开始承载城市的
历史记忆。

“然而，这些难得的、宝贵的记
忆，有些却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价
值利用就更谈不上了。”和吕海平一
样，辽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
所所长张天维，对我省工业遗产保
护和利用现状也颇有话说，“发掘和
保护力度参差不齐、‘拆与保’‘弃与
用’的争论仍在继续、‘九龙治水’阻
碍了相关工作的整体性开展、缺乏
规划制约了保护工作的连续性推
进、现有法规政策尚未理顺……许
多问题，亟待解决。”

有待进步的现状，预示了未来
提升空间的巨大。发现问题的关
键，才能更快地解决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我
省已经加大力度，重视并加强了对工
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成效显著，有
些项目的实践，在行业内部甚至具有
一定的前瞻性。认识正在提高，问题
正在发现，症结正在打开，那些曾经
流浪的城市记忆，正在回家。

“到我们矿，需要经过——”3
月22日，瓦房店金刚石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温明文，在为记者说明进
矿区的必经之路时，有意做个停顿，
然后一口气把地址报出来，“大连市
金普新区炮台镇干河村头道沟屯
202国道1633处。”

不曾去过金刚石矿场，未能见
到矿坑遗迹的人，不会理解这份强
调的用意。

3 月的瓦房店，草木仍黄，登
临矿区山顶，垂直高度百余米下，
一 潭 碧 水 ，突 然 跳 入 观 者 眼 帘。
在周遭一片枯黄的比衬下，美得
令人窒息。

瓦房店的金刚石，世界闻名。
金刚石矿停止采掘后，由矿坑底部
不断渗出的地下水形成的这幅美
景，加之金刚石矿的唯一性特质，几
年来吸引了众多慕名者。

这未加宣传就已形成的旅游、
科普等市场资源，让矿场的管理者
也动过为之申请工业遗产、建成遗
迹公园等念头。

“1633 处不重新修整，我们这
想法就实现不了。”工人们的抱怨虽
有些绝对，但并不夸张。

进出矿场有南北两条通路，都
经过桥洞，其中必经“1633处”桥洞
的一条，因地处国道旁，更被常用。
受当年建设条件及运输需求所制，
两处桥洞都 3 米多高，一条甚至不
足3米宽，低矮、狭窄。

不论是建公园，还是做简单的
矿区维护，都需要大型工程车配合，
但是，目前最低的工程车也有 4 米
高。“车进不来，啥都干不了”。

协调道路改造、申请遗产项目、
修整矿区场地、改造建筑设备……

“每件事都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每个
部门都有不同的规则，较起真章来，
又都做不了主”。

九龙治水，水终不治。我国的
工业遗产大都分散于文物、矿山公
园和历史建筑三套体系之中，分别
由文化、自然资源和住建部门管理，
但其产权多归属于工矿企业，工信、
国资系统分属管理，如果涉及旅游
项目，旅游部门也有管辖权。

仅以文物保护为例，据统计，每
个文物工程，从立项到资金到位，一
共要走12个程序，启动一个文物保
护工程，还要走4个程序，项目实施
中遇到隐蔽性工程，可能还要停下，
进行论证、报批，工程完成验收时，还
要走3个程序，重点项目会更复杂。

多年以来，这种条块分割使得
管理部门或无权限制，或推脱职责，
易出现管理重叠或盲区。去年，营
商环境治理力度加大，此类现象有
所缓解，但仍制约着相关产业发展。

对那些已成规模，保护和利用

较好的项目而言，这样的多头管理
带来的阻碍，也不鲜见。“一季度还
没完，我就接到分属三个部门的三
份与工业遗产评比、管理、检查有关
的通知了，哪个也不敢懈怠，准备材
料角度还不一样。”采访中，车千里
的谈话总被工作打断，他解释着。

对于正在着手推进的项目来
说，情况也很复杂。

多头管理的同时，相关法规的
不健全也让工业遗产地位尴尬。尽
管近年渐受关注，但工业遗产的法
定地位不清晰，我省大部分地区虽
意识到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的重要
性，也未出台专门的法规、规范和标
准等，造成各地的保护利用跟决策
者的认识和偏好紧密相关，具有较
大随意性。

“一些地方的认识仍然不够充
分，对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外延及
价值等挖掘整理不够，理念相对滞
后，规则不确定，保护工作流于浅
显，其文化魅力难以充分彰显。”辽
宁大学考古系讲师王闯，近年来接
受省社科院工业博物馆课题研究，
调研之下，分享心得。

的确，除了保护，在围绕工业遗
产资源市场化经营建设等方面，政
府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争论也
不少。其焦点，表面看是旅游资源
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质上
离不开地方发展要求与部门分割管
理的冲突。

与其他省份不同，我省工业遗
产、遗存数量非常多，集中连片程度
高，基本形成以沈阳为中心，沿铁路
沿线向外辐射的、完整的工业遗产
廊道分布格局。由于基数庞大等因
素，使我省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方
面存在的问题也更典型。

“相比文化古迹，我省在工业遗
产保护上、在法律机制和管理体制
上都不算健全，手段也较为缺失。
因此，克服目前政出多门、条块分割
的局面，实现真正有效的保护，除了
遵循国家层面的规定外，我省也应
该改变政策法规、规范相应滞后的
局面，拿出下好一盘棋的决心，统筹
管理，政出一致。”张天维认为，“政
策、法规的统筹协调，将改变工作中
的简单化、情绪化等随意管理弊病，
让工业遗产置于科学、冷静、眼光长
远的保护规则中。”

工业遗产和其他文化遗产一
样，保护不当，一旦消失，不会回来。

当那些久远的年代在影像中模
糊，当曾经的激情在岁月中燃尽，当
拍岸的惊涛在大潮里平息，辽宁人
该去哪里翻看城市的青春记忆，寄
放无处安放的情怀？

保护好工业遗产，让我们的记
忆不再流浪。

告别随意管理，放飞工业文化想象的翅膀

辽宁工业历史资源丰富，却大多仍在“沉睡”

唤醒工业遗产，让城市记忆“活”起来
本报记者 唐佳丽 孙大卫

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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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业遗存。

工业遗产，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积淀，是特定时代生产力进
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然而，在
我省工业遗产保护领域，“拆与保”“弃
与用”的争论，短视和远见、局部和整
体利益的博弈，都曾经十分激烈。

相对于专业人士的争论，“外行
们”的认识更为朴素简单。工业遗产
的外观大多粗犷、朴实，也不像农业社
会时代的文化留存那样历史悠久，加
之我省工业发展相对发达，对许多人
而言，司空见惯了的工业遗存，只要没
有使用价值，应该就没有保存价值。

“争论博弈未果，无知的行为、鲁
莽的举动以及利益驱动下的有意为
之，都给我省工业遗产带来极大的伤
害。”吕海平介绍。

建于 1923 年的沈阳奉天纱厂，
是当时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
业，2000 年 1 月，虽经文物部门多次
交涉和阻止，绝大部分厂房仍被拆
除；1936年建造的奉天冶炼所3根百
米烟囱，在 2004 年 3 月 23 日清晨的
爆破声中轰然倒地；始建于 1911 年
的本钢一铁厂，2008年12月被拆除，

二号高炉就此消失……
“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借

鉴。认识上的局限，让人们以为，这
些从生产领域淘汰下来的东西，没有
留存意义。”3月14日，站在本溪市溪
湖区原本钢一铁厂旧址高耸的一号
高炉平台上，本溪市文体旅游局工业
遗产科科长陈永利说。

二号炉的倒塌，让本溪人对本钢
一铁厂要保护还是拆除的大讨论空
前激烈。也就是从那时起，本溪人停
止争论。去年底，“本溪湖工业遗产
群”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经
过整整 10 年，本溪人民对城市工业
遗产的认识达到空前统一：“它的重
大历史价值，蕴含巨大的发掘、利用、
开发潜力，将成为本溪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极点。”

从无视、轻视，再到重视、珍视，
通过争论博弈，认识到工业遗产沉睡
的力量，这样的心路历程，从我省工
业遗产的保护现状可见一斑。

“一些由于年久失修、自然损毁
较严重的，正在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多数保存现状

较好，由于没有科学、合理的保护利
用思路和规划，目前仍处于闲置状
态的正被重视起来，且大多处于规
划发展中；少数保存现状较好的，被
大力推广，得到有效展示及利用。”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政策处
处长孙立新说。

2003年，我省文化、旅游、工信、商
务等部门联合启动工业遗产的普查、
摸底等工作。2017年，辽宁省推荐的
鞍山钢铁厂、旅顺船坞和本溪湖煤铁
厂3个项目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工业
遗产名单，成为入选项目最多的省。

如今，在我省，工业遗产所具备
的推动地区产业转型、重塑地区竞争
力和吸引力、带动经济社会复苏振兴
等方面的力量正在被全面唤醒。

“但是，对‘年轻’的或者体量较
小、影响不大的遗产而言，争论仍在，
博弈未歇。”吕海平提醒道，各级政府
重局部、重名气、重短期、重增量、重
直接效益的问题还很大，“停止争论，
加快步伐，寻找、发现并保护那些还
未纳入遗产、文物保护范围的工业遗
存，仍属必须。”

停止争论博弈，唤醒工业记忆沉睡的力量

4 月 1 日，鞍钢集团博物馆馆长
车千里，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链
接，《80 个项目参评今年全国博物馆
十大精品展览》。作为解释，他也发
出了一条信息：鞍钢博物馆入围。寥
寥7字，自豪满屏。

为车千里的自豪做背书的，是鞍
钢集团为鞍钢工业遗产群制定的，具
有前瞻性、科学性的整体规划，建立
的刚性约束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综
合价值极高、以群体面貌呈现，现存
最早、产业链保存最完整、活态保存
的工业遗产群”。

鞍钢集团厂区管理十分严格，外
人不得随意出入。但是，博物馆工作
人员却可以畅行无阻，尤其在“有一
定年头儿的地方。”

“只要是馆长看上的，集团就全
力支持。”集团主要领导的这句话，不
但让车千里和同事们在进行工业遗
存收集工作时十分顺利，更让鞍钢工
业遗产群的保护和利用，从一开始就
拥有了注重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加大资金投入，制定保护条例，一
张蓝图下，工作梯次展开，成效步步显
现，“车千里们”如何能不自豪。

“相对我省一些地区，一些项目
在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短视行为，鞍
钢的经验，对那些资源型城市而言，
更有借鉴意义。”张天维认为。

在我省，这类城市采矿、制造等
产业比重较大。以整座城市为单位，
绘就一张蓝图，做好顶层设计，利用工
业遗产作为城市发展的创意资本，在
传承历史脉络和保护工业特色的同
时，为城市转型发展创造新的生命力，
无疑比某一项目的单打独斗，更能发
挥出工业遗产的独有魅力。

北票市北煤集团公司原副总经
理王文正如此盼望着。

3 月 21 日，朝阳北票市台吉街
142号大门紧闭。已经停产多年的台
吉煤矿院内，一座 53米高的塔楼，在
辽西春日特有的湛蓝天空下，静然矗
立。王文带领记者，拨开肆意生长到
路中间的枝条，踩着浓密的杂草，来
到塔楼下同样静默的、瓦砾遍布的千
米竖井的井口。

附近，一段碑文记载着一段不平
凡的历史：台吉竖井，我国自行设计、
自己凿建、用国产设备安装起来的，
国内最深的一座现代化大型竖井。
1966年8月破土动工，1974年建成投
产 。 井 口 标 高 1723 米 ，主 井 垂 深
924.1米，副井垂深893.3米。

“我真不愿意看着它们这样安静
下去。”王文的父亲王贵华和大伙一
起，建设了这座号称当时“亚洲第一”
的竖井，“这里寄托着我们几代煤矿
工人的骄傲记忆。但是，要想妥善地
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贝，仅凭企业的

力量难以办到。”
力量正在集合，“整体规划设计

正在进行中。”北票市棚改办采煤沉
陷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晓磊介绍
说。去年底，市政府邀请专家为北票
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生态修复进行
一揽子设计规划。100多年前的老火
车站、千米竖井、三宝矿区等多处工
业遗产被整体规划。

像北票市、鞍钢一样，发挥工业
遗产在塑造城市风貌、更新产业发展、
传承工业文化、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抓全面规划、做整体打
算、重顶层设计的做法，正在成为我省
越来越多的地区、项目的自觉行为。

本溪市成立本溪湖工业遗产群保
护与开发领导小组，市政府主要领导
担任组长；沈阳市铁西区出台我国首
部工业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阜新
新邱煤矿把规划做在前头，论证充分，
避免盲目开发……

但是，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当涉
及到工业遗产的新建或改造等工作
时，我省一些地区或项目，仍然不能作
出有前瞻性、针对性很强的计划和打
算，走一步、看一步，有多少钱、办多大
事，前建后拆等现象依然不在少数。

“相信，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提
高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未来，
这样的行为将不复存在。”省文化厅
一位文保干部表示。

绘就整张蓝图，维护工业精神的完整呈现

词条

金刚石矿坑渗出的地下水形成“蓝色湖水”。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摄

本溪湖工业遗产群一号高炉是中国最早的炼铁高炉之一。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摄

寻访辽宁工业史上的明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