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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阳市的老城区一路向东，大
约行驶五六公里，就进入山区，台子沟
历史文化街区就在这里。

地形如名。这是一片被群山环抱
的山坳，山坳底部，分布着一幢幢旧式
建筑。站在山坡上放眼台子沟，绿树
掩映间，一幢幢或红色、黄色，或绿顶
的独栋小楼点缀其中，青山、白云、红
砖楼，显得安宁静谧，恍如隔离尘世。

这个建筑群是以 1953 年开始的
“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为背景建
起来的。

朱冬梅，辽阳市自然资源局总规
划师，辽阳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特聘
专家，专注辽阳市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工作多年。她介绍说，台子沟毗邻庆
阳化工厂，而该工厂是我国“一五”计
划期间重点扩建项目之一。

资料显示，1951年2月，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决定，自1953年起，我国
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并
要求立即着手进行五年计划各项编制
准备工作。此时，抗美援朝战火正烈。
按照党中央明确的“边打、边稳、边建”
方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正在酝酿突飞
猛进的前行力量。

1952 年，“一五”计划草案出炉。
这份草案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
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我国政府
争取苏联政府援助支持新中国经济建

设的蓝本。1953 年“一五”计划正式
开始施行，苏联政府派遣专家来到我
国支援工业建设。需要说明的是，尽
管苏联政府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
上给予很大帮助，但我国仍然坚持强
调以自力更生为主。

正因为有了上述背景，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数以千计的科研技术人
员、工程建设人员从祖国四面八方会
聚到了辽阳庆阳化工厂。为了解决居
住问题，工厂决定在台子沟附近建设
一批住宅区，其中包括为苏联专家建
设的生活住宅楼。

正是从那时起，一幢幢苏式红砖
小楼在台子沟拔地而起。

台子沟因“一五”计划而兴

辽阳台子沟有一处中苏合璧建筑群——

这里的专家楼曾住进13名苏联科学家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因为远离闹市、被群山隔离，漫步
台子沟，穿梭在一幢幢残留着岁月痕
迹的建筑中，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

辽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辽阳
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特聘专家刘成海
介绍说，台子沟街区范围为：沙砣子桥
以北、安康路以东、辽阳天瑞水泥有限
公司以南，总面积约8.9公顷，而核心保
护区仅占总面积的一半。但是，这个4
公顷左右的核心保护区却囊括了台子
沟最精华的部分。在街区内，分布着1
处不可移动文物，23栋历史建筑。

“台子沟路1号至5号建筑群为砖
混结构二层建筑，苏式风格，是整个历
史文化街区的主体。”朱冬梅说，兴建
初期，这里主要是庆阳化工厂厂区领
导的生活区，现为庆阳化工厂员工的
住宿区。不论是地形地貌、院落布局、
建筑风貌，还是街区自然环境，均保留
完好，具有典型的建设初期中苏合璧
的历史风貌。

水刷石饰面勒脚、水泥砂浆抹面、
歇山式屋顶、红松木油漆门窗，这些无
不透露着那个年代少有的气派与堂
皇。朱冬梅说，从总体上说，台子沟历
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均建于上世纪
50年代至80年代，属于分批集中建设
而成。街区内均为四层以下建筑，以
一层建筑为主，中部主要分布二层建

筑，大量的建筑色彩丰富、形式多样，
院落布局特征鲜明。建筑规划布局与
周边自然山水相互依存，灵活多样，自
然与人文交织的街区空间格局凸显。

在现场，记者看到，1 号至 5 号建
筑群除局部位置因年代久远，有轻微
损坏外，整体保存较为完整。建筑群
有清晰的院落分布，前后规划布局合
理，周围环境良好，建筑周边为传统风

貌建筑，整体风貌协调统一。
7号至18号建筑群是构成台子沟

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为
苏式建筑群，面积较1号至5号建筑群
更大，建筑结构仍为砖木结构，清水红
砖造面，檐口及窗口四周均有水刷石饰
面造型，人字屋架。两个建筑群毗邻相
连，相互之间形成了既错落有致，又和
谐统一的建筑布局，体现了整个台子沟
历史文化街区所经历的一段段历史。

街区内还保留有当年为生活区服
务的公共配套设施——台子沟幼儿
园、招待所等。

具体负责台子沟修缮的辽阳市城
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邹东凯表
示，台子沟街区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
演变。

历史上，台子沟的原有功能定位
是庆阳化工厂附属的专家生活区。庆
阳化工厂在辽阳乃至东北的近现代工
业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
前，在厂区范围内至今仍保留着数量
众多、规模和面积较大、极具各时期文
化特色的历史建筑，它不仅见证了庆
阳化工厂近8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东
北乃至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的缩
影，具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
建筑是辽阳境内现存的十分珍贵的聚
落类型活态文化遗产。”邹东凯说。

中苏合璧建筑群形式多样、色彩丰富

在台子沟历史文化街区，至今仍
保留着一座援建庆阳化工厂时期苏联
专家曾经居住过的大楼。这幢建筑被
当地人称作“苏联专家楼”。

“一五”计划开启，“为了迎接即将到
来的苏联专家组，工厂在厂部的东北150
米处，建设了苏联专家楼。”朱冬梅说。

该建筑东西长 35 米，南北宽 24
米，高10米，为砖混结构两层楼房，建
筑面积约 1680 平方米。为了让苏联
专家有亲切感，建筑采用了中西合璧
的建筑风格——墨绿色的屋顶，挑檐
式的结构，成为台子沟标志性建筑。
1954年，专家楼迎来第一批住户——
13名苏联火药研究科学家，他们在这
里一住就是几年。

当风雨磨平了历史建筑上的纹
路，怎样留存住台子沟的这些建筑就
成为当地政府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几年前，辽阳市在台子沟历史文化街
区入口处设置了历史文化街区标示
碑，街区内 5 栋历史建筑同步进行了
保护修缮，整饰了屋面、更换了门窗、
改善了上下水，同时对街区自然环境
进行了全面综合整治。今年辽阳市继
续对13栋历史建筑进行了屋面修缮。

邹东凯透露，下一步，辽阳市政府
还将按照《辽阳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
建筑保护暂行办法》的要求，陆续对街
区环境及保留建筑进行进一步修缮整
治。在不远的将来，待台子沟历史文
化街区全部修缮后，这片区域拟打造

成以书法、绘画、摄影、雕塑为主的文
化创意基地。“到时候，台子沟会成为
辽阳太子河历史风光带旅游配套线路
中的重要人文景观点。”邹东凯说。

（本文照片除注明外，由本报记者
朱忠鹤摄）

未来将打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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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档案

名称
台子沟历史文化街区
时间
上世纪50年代至今
位置
辽阳市文圣区
街区总面积
8.9公顷

在辽阳老城区东部，有一处名叫“台子沟”的历史文
化街区。这处历史文化街区与我国“一五”计划息息相
关，它是新中国工业兴起的见证者。在这片街区里，不仅
分布着多幢苏联风格的住宅楼，还有一幢当时专供苏联

专家居住的“专家楼”。目前台子沟众多建筑群正在进行保护修缮
再利用，不远的将来，这里将成为辽阳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核心
提示

1954年建成的专家楼至今仍在使用。

俯瞰台子沟历史文化街区。（被采访单位供图）

老楼内的装饰很简洁。

建筑物原貌保持良好。“辽阳市历史建筑”牌挂在显眼位置。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