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修复和建设中的本溪湖工业遗址博览园。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辽宁，被称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新中国的装备部”“东方鲁尔”，工业遗产数量众
多，门类齐全，几乎遍布辽宁大地，印证了辽宁厚重的工业历史，也为老工业基地勾勒
出成长之初的面孔。截至目前，我省已有11处国家级工业遗产，总数居全国前列，本溪
湖工业遗产群就是其中之一。在它们的身边，一直有人在守护着，修复着，也回望着。

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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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湖，钢铁深处
本报记者 张 颖

了中国钢铁业的历史隧道，“那是本溪近代工
业的开端，也是中国钢铁工业的原点。”

景洋始终记得第一次来到本溪湖工业遗
址博览园时的震撼感。高耸的两个烟囱，锈
迹斑斑的一号高炉。那是2016年，已经启动
了工业遗产群的修复和保护工作。

从河东派出所二楼会议室的窗口望
出 去，能看见本溪湖工业遗址博览园全
貌。地理位置上派出所与博览园仅隔着
一条铁路。路那边，就是本溪百年工业化
的进程。

怎样保护好这个“原点”，让这份记忆不
仅存在于那些已经逝去的老人的记忆里？对
于景洋们来说，就是保护好这个遗产群。这
是涉及本溪全市多个部门的大事，“我们公安
部门成立了工业遗址博览园的联防分队，溪
湖公安分局抽调了8名警员，组成一个24小
时的巡逻组，4个班次，轮流倒班。”

从2016年设立工业遗址博览园联防队员
小组开始，洪志涛就是其中一员。一天24小
时被分割成4个时间段，早上6点半到中午12
点半，中午12点半到下午6点半，下午6点半
到凌晨12点半，凌晨12点半到早上6点半，每
个时间段都有值班民警在园区里巡逻。

雪后的早上，跟着洪志涛走了半个循环，
厚外套早已被冷风吹透。这是个工作日，遗
址博览园没有参观者。随意地跟着洪志涛走
了一遍他巡逻的路线，刚开始还勉强跟得上，
后来就气喘吁吁了。他越走越快，说是在这

里执勤几年养成的习惯，尤其是冬天，走得快
些，也就暖和些。

是的，在这个被扒了一半的工业遗址博
览园去感受当年铁水倾泻而下的火热与热闹
有点困难。好在，一切都在修复。

摄制组
2021年8月10日，洪志涛接到一个电话，

内容是一个大导演要带着团队到本溪湖工业
遗址博览园拍电影。挂断电话，洪志涛叨咕
着两个名字，刘烨和韩雪。

“他俩有名啊。”两个多月后说起这俩名
人，洪志涛仍难掩兴奋之情，“以前都是电视
里才能看到的，这回来到咱本溪了！”

那之后不久，载着导演、演员、工作人
员和道具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进驻了博览
园。洪志涛头一次见到这么大阵仗，见到了
这么多名人。

《钢铁意志》是由宁海强导演，刘烨、韩
雪、林永健等主演的一部工业题材电影，是辽
宁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献
礼作品，反映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辽宁在
战争废墟上重建钢铁工业支援全国解放的那
段历史。

“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选择在本溪取景，
看重的就是咱本溪厚重的工业文化底蕴。”景

洋说。摄制组取景的一个半月时间里，景洋
每天亲自带队，带着派出所民警出现场，负责
警戒安全。

“摄制组的进驻带动了工业遗址博览园
的人气，很多追星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一下子就被震撼了。这对本地工业遗产保护
是好事儿。”景洋说。

当时博览园里一共设了三层警戒线以维
持现场秩序，保证摄制组拍摄。洪志涛守在
最外围的那条警戒线，是离明星最远的地
方。对摄制组和明星充满好奇感的还有住在
附近的市民，“老百姓听说有明星在这里拍
戏，都来看热闹。”

摄制组拍摄的那段时间，是本溪天气最
热的时候。洪志涛和伙伴们每天都要在太阳
下执勤十多个小时。看着摄制组的车一次次
从眼前经过，偶尔能看见坐在车里的演员，多
数时候什么也看不见。

说起那次拍摄，洪志涛觉得非常有意义，
不仅见了世面，还有了一次可以跟朋友炫耀
的经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跟那些明星蹭
张合影。

市民胡延巍觉得自己很幸运，通过应聘
群众演员在片子里分别饰演了一位解放军老
兵和一位工人老师傅，过足了戏瘾。他将在
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发布到自己的微信朋
友圈和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上，获得无数亲
朋好友的点赞。

“作为本溪人，通过亲身参与感受到本溪

11月1日，6时25分，本溪市溪湖区河东
派出所联防队员洪志涛准时走进办公室。

这是一幢紧邻铁路的三层红砖楼房，已
经有30多年的历史。楼外墙涂料不同程度地
脱落，使得整个楼体外观的颜色看起来斑驳
不堪。因为年久失修，部分墙面的外层涂料
全部脱落，红砖墙体彻底裸露出来，顶层中间
一户的窗户早已不知去向。

洪志涛的办公室位于楼房的二层。开门
的一瞬间，一股凉气迎面而来，他打了一个
寒战。进屋，快速脱去外套，换上警服。衣架
上挂了一宿的警服极力地吸收着他身上的热
气并迅速将其转化为寒凉，衣服贴在身上的
一瞬间，凉气瞬时传遍全身。

相比于工业遗址博览园里那些上百年历
史的车间厂房，洪志涛的办公室“还算年轻”。

接下来，洪志涛开始了当天的第一项工
作——巡视整个博览园。还不到7点，负责遗
址修复的工人们没有开工，空旷的遗址群尚
未被城市的喧嚣叫醒。

记忆
洪志涛搓着手，沿着铁轨外圈绕了一圈，

之后又折返到一号高炉附近，仔仔细细地检
查了一遍。“高炉是这个园区最紧要的宝贝，
历史久，作用大。”洪志涛说。

当年拆卸二号高炉时很多小块的钢铁零
部件现在还散落在园区里，正巧遇上一位拾荒
的老人过来捡拾，洪志涛耐心地劝老人离开，

“这些东西都有文物价值，不能随便动呢。”
百年前，本溪因煤铁而兴，素有“中国第

一铁镇”之称。本溪人也将这种工业文化融
入自己的血液，最终内化成一种强烈的文化
自信，保留下来的工业遗产正是文化自信的
依托。

本溪市溪湖区河东派出所所长景洋祖籍
江苏，祖辈闯关东来到本溪后便扎根于此。
他说，想要了解本溪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
的人，煤铁是绕不过的一个词。据说，本溪市
民大约70%的家庭都与本钢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当地人把夫妻同在本钢上班称为“双
钢”，一人在本钢上班称为“单钢”。在本溪市
民眼中，无论是“双钢”还是“单钢”都是让人
羡慕的家庭。本溪人很懂铁，不管是不是在
煤铁工厂工作，随便找上一个人都能和你聊
半天。

景洋家人里没有在厂矿上班的，也许是
因为整天在本溪湖遗址群里走，他对当年的
历史兴趣越来越浓，甚至能将炼钢、炼铁的流
程及其中发生的化学物理反应说出来。

辽宁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在共和国工业发展史上写下过光辉灿烂的篇
章。据统计，辽宁共有工业遗产类文物遗存
269 处，国家级工业遗产 11 处。它们数量众
多，门类齐全，几乎遍布辽宁大地，印证了辽
宁悠久的工业历史，也为老工业基地勾勒出
了一张成长之初的面孔。

本溪湖就是这其中重要一站。
2013 年，本溪湖工业遗产群被国务院核

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 年入选第二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
单，201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名
单。整个遗产群由本钢一铁厂旧址、本钢第
二发电厂冷却水塔、大仓喜八郎遗发冢、本溪
湖煤铁有限公司旧址、本溪湖煤铁公司事务
所旧址、本溪煤矿中央大斜井、东山张作霖别
墅、本溪湖火车站和彩屯煤矿竖井组成。建
设中的本溪湖工业遗址博览园就坐落在本钢
一铁厂旧址处。

本溪地区矿产丰富，辽代时就已经产铁
了，产煤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明代。日俄
战争结束后，1906 年，日本人强占本溪湖煤
矿，1911 年，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博览园
里，仍保留着当年从德国进口、由日本人修建
的一号高炉。一号高炉1915年建成投产，是
现存亚洲最早的现代高炉，开启了我国东北
地区使用现代高炉炼铁的历史。

有了高炉的本溪，开始有了历史，一部独
特的工业发展史。2008年年底，政府关停一
铁厂两座高炉，这里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走在一铁厂废弃的厂区里，就好像走进

派出所在工业遗址博览园设了一个防控巡逻点位，每天4个班次巡逻的联防队员，眼看着遗址修复的进度，看着

带着记忆来参观的退休工人来了又走，遇见了不少名人，也听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工业历史的强大，这是很幸运、很自豪的事
情。”胡延巍说。以前也知道这段历史，但都没
有这次切身参与之后的体会深刻。

虽然只是群演，胡延巍深切感受到了拍
电影的艰辛。他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要拍一
个冬天下雪的场景，8 月的本溪最高温接近
30℃，演员们不仅要穿上厚厚的冬装,还要戴
上棉帽子，一场戏下来汗水湿透了棉服，主演
刘烨还因此中过暑。

博览园里，剧组拍摄时用过的道具和
标语还没有清理掉。一栋青灰色楼房的前
面挂着一个白色牌子，上面写着“专家楼”
的字样，这是演员韩雪饰演的钢铁专家工
作的地方。

洪志涛巡逻时，经常会看到参观者在牌
子前停下来，议论几句。当年，想必会有这样
一个地方吧，那些钢铁专家就是在这里创造
了中国煤铁工业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电
影用另一种方式宣传自己的家乡，将一代代
钢铁工人奋斗的历史讲给大家听，洪志涛期
待着影片早日上映。

守候
洪志涛用一个词形容联防队员的工作——

守候。
虽然会有各级领导和一些专家来遗址

调研参观，但大多数时候，这里如水般平
静。《钢铁意志》剧组的到来，是洪志涛在这
儿守候 5 年多时间里发生的最大、最热闹的
事情了。然而，一个半月的热闹过后，这里
又归于平静。

洪志涛愿意守候在这里，因为自己的爷
爷、父亲,还有姑姑都是本钢一铁厂的老工人，
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岁月，自己今
天的坚守也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

洪志涛讲了很多联防队员的琐碎工作细
节，有游客来参观，他会给他们讲这里的历
史，有时只言片语，有时也会长篇大论。每
次必须要说的一句话是：这里是被保护的重
要工业遗址，不要破坏里面的东西。

参观者中有很多本钢一铁厂的退休工
人，他们带着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回来。洪
志涛说，走进曾经工作的厂区，他们看起来都
挺伤感，当时的辉煌与现在的沉寂对比太强
烈了。

正说着，迎面走过来一位参观者。1956
年生人的曲艺，小时候家就住在这儿附近，每
到夜里这里总是灯火通明的，进进出出的火
车好像从来没有停过。家里有别的亲戚在这
里上班，所以他就有了和同龄小伙伴到这里
玩耍的特权。童年记忆里的厂房面积比眼前
真实看到的要大很多。

1986年出生的洪志涛也有自己独特的记
忆。在一号高炉斜对面，以前叫东山的地方，
就是他小时候的家，站在高炉这里就能看得
见，那片也是工厂职工的家属区。放学时，他
最愿意到这里玩，总会捡到一些铁块或钢
头。那个年代，工厂废弃的小部件俨然是七
八岁男孩最好的玩具了。

最让他难忘的是工厂里的洗澡堂，“跟小
伙伴们玩了一天，浑身都是土，被父亲拎着去
澡堂洗个澡，是最舒服的事儿了。”洪志涛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虽然洪志涛和
曲艺的记忆有着30年的时间差，但不妨碍钢
铁工业给他们留下的美好记忆。

现在本溪湖工业遗址博览园已经开始铺
设路面了，一号高炉也被重新修复。虽然已
经进入冬季，工地的工人们仍然每天按时开
工。看到现场工人操控着机器忙着修复和建
设，曲艺心里很高兴，等一切修复完毕，再来
参观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洪志涛说，一个人的时候虽然也寂寞，
但也经常会碰到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有些
来这里拍照的老人家，会不听劝阻偷偷地
顺着楼体爬到高炉上去拍照，这种行为其
实是很危险的，后来这些带有楼体的点位
也成了巡查的重点。还有一些拾荒的老人
来捡散落的钢头和“铁粑粑”，也要耐心地劝
阻他们。

洪志涛说，这里的一块铁、一块钢都带着
历史的记忆，他有责任好好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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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