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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男，1986 年 03 月出生，沈阳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水质检验中心综合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2018 年 12 月 入 党 。
2019 年，王双的《顶空固相微萃取-气
相色谱-质谱法测定饮用水中9种有机
磷农药》检测项目创新成果荣获 2019
年“沈阳市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人物简介

“最美网红打卡地”⑨

推荐理由：梦工厂太适合拍照
了，而且完全免费，巨大的卡通棒棒糖
女孩从楼顶跳出来，可爱又有活力。不
仅如此，街区里的涂鸦墙也很有感觉，
期待以后的彩虹跑道和玻璃栈道。

推荐人：张莹莹

“水润沈城”⑥

从正门往里看，一个大娃娃从楼体中探出头和奔跑的身体，十分醒目。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这里是曾经的沈阳弹簧厂。如今，一个十多
米高的棒棒糖女孩从楼体中“跑出来”，吸引了众
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一张张快门声，在铁西
的地图上再次点亮一个工业文化新地标。

棒棒糖女孩所在的沈阳铁西梦工场文化创
意街区位于保工街与小北三路交汇处，在原沈
阳弹簧厂旧址上改建，项目占地面积 8800平方
米，保持了原有工业轮廓，将体育与工业文化进
行了融合。

梦工厂的正门就在保工街上，右侧，一个“蜘
蛛侠”用蜘蛛丝拉起代表老工业记忆、锈迹斑驳
的铁板，寓意工业文化翻开新篇章。从正门往里
看，一个高14米的大娃娃从楼体中探出头和奔跑
的身体，十分醒目。飞到空中的双马尾、黄色的
靴子、蓝色的背带裤显得活力满满，左手一只超
大棒棒糖也充满童趣，棒棒糖女孩的脸上，清澈
的脸庞上尽是天真无邪的甜美笑容。

“去年年底，棒棒糖女孩安装好之后，马上就
有人过来打卡拍照了，有时候娃娃下面站满了

人”。梦工厂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一些分享软件
上，很多人将棒棒糖女孩昵称为“大头娃娃”。“大
头娃娃适合拍照片，但要找好角度”“铁西有好多
可以拍照的文创园，现在又多了一个大头娃娃，
太有创意了，我去拍照那天下午差不多有几百人
在找角度，建议大家拍照的时候身体前倾，建议
手里也拿个棒棒糖，和大娃娃呼应。”

梦工厂综合办公室主任王淼介绍，这里将

被打造成青少年体育文化培养为主体的文创园
区，棒棒糖女孩从楼体中探出来也寓意着青少
年应该从室内走出来，多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
储备更多活力。

走过棒棒糖女孩继续向前可以看到一块信
息牌，介绍了街区的前身——沈阳弹簧厂，这里
曾是全国最大的弹簧厂，在信息牌的周围，还装
饰了几根做旧效果的真弹簧。信息牌的左侧向

前的围墙上，是多幅运动主题的彩色涂鸦，凸显
这里的年轻态和艺术感。

据介绍，在创意街区的楼顶还有一番风景，相
邻的两栋楼楼顶，一个是彩虹跑道与巨幅彩绘墙，
另一个是空中惠民剧场，两个楼顶通过一个玻璃
栈道连接沟通。走过玻璃栈道可以看到梦工厂的
街区全景。目前，梦工厂楼顶还在装修中，预计明
年装修完成对外开放。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为沈城市民严把用水质量关

他一周没有离开实验室
27个取水点、120个管网点，这些都是王

双和几名同事需要亲自跑到现场去取水的地
方。王双和他的同事们是沈城百姓用水质量
的把关者，直接关乎所有人的身体健康。

王双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每次监测工作
都规范谨慎。王双说：“把工作做出结果才会
有满足感和成就感。”

记者和王双约采访几次都因为他的工作
延期了。8 月 19 日上午，记者终于在实验室
里见到了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和记者描述了
他每天的工作流程。

王双告诉记者：“水质检验中心就是沈城
市民用水质量的看门神，我们对沈城几百万
市民的水质负责。我也是沈阳人，我对每次
水质监测的认真程度直接影响到所有沈阳人
的用水质量。”

王双和同事负责的取水点是 27个，管网
监测的点位是 120 个，另外还包括二次加压
管网等多个监测的点位。

“采样的规范性是最关键的，因为取水后
就会出现氧化，在取水后的监测时间和取水
的器具都有严格的要求。采样对器具的灭菌
工作，对环境的灭菌工作这都直接对监测的
数据准确造成影响。”王双说。

王双告诉记者，他是理工生，大学的专
业是分析化学。正是因为专业学习和性格
上的执著让他对每一份工作都显得格外的
坚持。

2015 年 5 月，王双所在单位水质检验中
心新引进了一套水质应急监测设备。“这等
于一个移动的实验室，这个移动实验室对于
沈阳水质的监测会更加有利。但这个移动
实验室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我们这个领域
的专业术语在英文翻译上很难达到非常准
确，即便是通过查字典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也
不够准确。这种情况下只能靠翻译出的意
思再去实验，再去摸索……”终于在三个月
后，这台移动实验室在王双的努力下投入使
用，为沈城的水质应急检验、监测、预警起到
了最大的作用。

其中，王双在实验室最长一周没有离开。
辽沈晚报记者 王鹏

王双为沈城百姓的健康严把用水
质量关。 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陈赫，沈阳文物保护志愿者、大东文
保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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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文化遗产保护

沉下心来讲好沈阳故事

以普通工人身份牵头组织、创办东北三省
第一家区级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沈阳人陈赫用
专业的知识和专一的热情书写着热爱沈阳文
化、讲好沈阳故事的行动轨迹。

大东文保协会脱胎于“辽宁文保志愿者团
队”，这个协会由陈赫等人发起，从最初的寥寥
数人，10年间已发展到超过2000人的规模，他
们因为热爱沈阳的历史文化而聚集，他们把热
爱沈阳历史文化的热情转化更热烈的行动：保
护沈阳历史遗迹、讲好沈阳故事。

陈赫说：“历史是我从小到大的爱好，最开
始研究沈阳几座皇家陵寝和清代早期文化有
关系的一些遗迹。2000年以后，我就想尽可能
地把老建筑包括沈阳的历史文化以多种形式留
存下来，“因为我是地道的沈阳人，从小生活在
这里，热爱沈阳的一草一木、一街一路、每个老
房子、每块老砖头。光热爱也不行啊，还得保护
好历史遗迹并且对外宣传出去。”

在文物普查过程中，“辽宁文保志愿者团
队”给文物部门提供了许多线索，一些老建筑
都升级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更好的保
护。“这就是把我们的爱好转化为成果了，我们
不需要物质奖励，能够保留住这些历史记忆就
是最大的奖励，并且越做越有干劲。”陈赫说。

陈赫近些年来非常重视青少年参与保护历
史文化的行动。“我觉得孩子们欠缺一些东西，尤
其是对家乡悠久历史文化的了解，我有义务把这
个现象改变一下。我们不定期地走进校园，哪怕
就讲一节课，也希望让孩子们了解沈阳的历史。”

前些年组织中小学生寒暑假走进博物馆
的活动，让孩子们通过博物馆了解沈阳的历
史。“当时很多家长跟我说，陈老师你得带着孩

子去看同时给他们讲解，因为家长不懂，去了
就是给孩子拍张照片交作业，根本起不到了解
历史的目的。”陈赫说：虽然我没有专业讲解员
讲得好，但是我尽量通俗易懂，结合生活实际，
孩子们也挺爱听并且非常走心，这样他们自然
而然地就能讲好沈阳故事了。

陈赫从自己热爱历史文化的行动，传递给
了更年轻的一代，“今后我们会借助协会平台扩
大讲好沈阳故事的行动，比如进社区、进校园，
让协会成员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沈阳的
历史，讲好沈阳故事。”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陈赫（中）和志愿者实地考察历史文化
遗迹。 受访者供图

曾经弹簧厂变身网红梦工厂

“这太适合拍照了 而且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