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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文化地标”⑧

各抒己见
网友“周舟州”：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盛典上的辽宁彩车“展翅
腾飞”就展出在工业博物馆，看着
几十年前的老厂房，再看着高科技
感十足的彩车，这种对比下，更为
辽宁的振兴发展感到自豪。

网友“馒头手”：工业博物馆仔
细逛下来得三个小时，夏天冷气很
足，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抗美援
朝打造的两万把军镐，工业博物馆
把这个场景进行了复原，让我们记
住了那段光荣的历史，记住了东北
人的勤劳又伟大。

网友“配齐”：工业博物馆真实
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地方。虽然
很多老一代的工业设备都被现代
的高科技设备取代，但我相信很多
人心中依旧保持了那个火红年代
的情怀。建议大家，特别是家长朋
友可以带孩子一起来看看，让他们
了解下以前的工厂是如何运转的，
让他们感受硬核工业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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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年代感的旧厂房中一探工业文明的
秘密，在机械与时光交错的齿轮中回顾复兴的
进程。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与北一西路
交会处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打开沈阳工业记
忆的钥匙，也是了解沈阳工业文化最不能错过
的所在。

2007年，沈阳铸造厂随着铁西老工业企业
“东搬西建”，搬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铸造工
业园内，原铸造厂的大型车间被保留下来，改建
成铸造博物馆。2011 年 5 月，工业博物馆破土
动工，在原沈阳铸造厂第一车间北侧建设新馆，
于2012年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

工业博物馆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其中
原遗址部分 2 万平方米，新建部分 3.3 万平方
米，一半是工业遗址展区，一半是现代博物馆展
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全面展示工业题材的综合
性博物馆，馆中藏品 1.5 万余件，定级文物 300
件。

博物馆的展物中含有多项“工业之最”，还
陈列着由沈阳第一机器厂制作的第一枚金属国
徽（1:1仿制版）、2元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上
印制的新中国第一台普通车床等。

此外，通史馆、机床馆、铸造馆、汽车馆、铁
西馆……这些展厅每个都值得流连忘返。通

史馆的主线为“走向工业化”，是整个博物馆的
精髓，以中国工业大事件为核心，穿插东北、沈
阳重工业代表性实物。家住铁西的宋先生经
常带从外地来的朋友到工业博物馆参观，每每
惊讶于展馆里的老厂房和展出的实物时，就

“很容易把自己的父辈带入进去，一起穿梭在
曾经的峥嵘岁月里，感受那种勇敢奋斗的精气
神”。

如今，中国工业博物馆早已成为工业旅游
胜地，2016 年被评为 4A 级景区。又在去年 12
月，首次申报就在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布的第四
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结果中被确定为国家二

级博物馆。
几经升级改造，现在的工业博物馆还设

立了游客服务中心，增设游客休息区，为游客
参观休息提供便利；今年铁西区第二届消夏
季，工业博物馆也作为主要活动场地之一，上
演了建党百年红色记忆展和主题为《奋斗百
年路 启航新征程》的大跨度巨幅户外数字展
演及激光展演。在激光展演中，博物馆正面
巨大的全息投影和左右两侧楼体共同组成一
幅幅震撼人心的光影魔术，让人仿佛置身于
梦幻之中。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工业博物馆：打开沈阳工业记忆的钥匙

在沈阳，大部分消防员都认识他——过去
20 多年里，他参加了 16 年的新训工作，连带训
骨干都拿他当“老大哥”。

在特勤二站工作期间，他经常向专家求教，
学习危险品的理化性质、爆炸极限等化工专业
知识，被大家誉为“化工大拿”。

他叫陈贺，辽宁开原人，1998年12月入职，
中共党员，二级消防长，现任沈阳市消防救援
支队特勤大队三站分队长。他先后荣立一等
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多次荣获总队、支队嘉
奖，多次荣获优秀士官和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
号。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陈贺主动请
缨，成为沈阳消防赶赴汶川抗震救灾的第一批救
援队成员。在震区，余震不断发生，楼板摇摇欲
坠，墙体碎片不断掉落……手掌磨破了，指头出
血了，脚底被钢钉刺破了，都没能阻止他停下来。

7 天 168 小时救援，他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实在太困就席地睡个囫囵觉，醒来又忙碌在救
援现场。

7 月 15 日，回忆起那一幕，他的声音有些

哽咽，“就是救人，赶快救人，不断救人……把
休息和睡眠压缩到最低，哪怕多救一个同胞也
好！”

在特勤大队二站工作期间，陈贺经常向各领

域专家请教危险品的理化性质、爆炸极限等化工
专业知识，“作为化工处置专业队伍，把理论正确
地应用到实际是我们每个消防员的必修课。”

为了更好地讲解处置危险品，陈贺总是身
着几十斤的装备进行示范。由于装备密封性特
别强，天热时一场训练示范下来，几乎能从装里
倒出近一斤汗水。

在训练和示范中，他的大腿多次磨破，脱下
装备时，伤口已分不清血水和汗水。休息时，别
人看到他默默擦药疼得凉气倒吸，才知他在咬
牙坚持。

2015 年新训期间，为了让新兵体能训练更
加科学、更见成效，陈贺查阅世界各国优秀消防
队站训练方法，编排出“七个一”体能训练操。
消防改革转制后，体能训练操内容不断完善，愈
加满足职业训练要求，已成为沈阳消防练兵的

“法宝”。
过去 20 多年里，陈贺参加了 16 年新训工

作。很多沈阳消防员在新训时就记住了这个既
严格又宽厚的消防老兵。训练上，他把握最严
格的标准尺度，毫无保留地传授本领；生活中，
他像兄长一样帮新训队员扫除心中的烦恼和苦
闷。

如今，陈贺培养出的 16批消防员已经在沈
阳全市各消防救援站成为中流砥柱。他在带训
骨干心中是“老大哥”，更被誉为沈阳消防“金牌
教练”。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烈火英雄”②

他在带训骨干的心中是“老大哥”

陈贺：沈阳消防的“金牌教练”

陈贺在训练示范中。 沈阳消防供图

中国工业博物馆。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