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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加快我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首

席专家、黑龙江大学罗跃军教授等指出，我省工业遗产利用面临数

量分布不清、活化利用不够、缺乏系统集成、业态展示不够、与旅

游关联不足等主要问题。应以此次我省哈尔滨卷烟厂旧址、东北轻

合金加工厂等 5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名单为契机，制定一个

“活化”利用发展规划、打造一批“活化”利用业态展馆、打造一

批“活化”利用文旅秀带，加快推动我省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迈

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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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我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继一重富拉尔基厂区、铁人第一口井等之后，近日我省又有哈
尔滨卷烟厂旧址、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等 5 家企业入选国家级工业遗
产名单，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杨浦滨江考察时关于 “生
活秀带 ” 重要讲话精神，全省工业遗产 “ 活化 ” 利用问题再次成为
关注热点。目前，我省铁人第一口井、龙江森工桦南森林铁路等工
业遗产项目得到 “活化 ”利用，但 “活化 ”不足、创新不够、方法不多，
需要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探索工业遗产 “ 活化 ” 利用的有效
实现形式。

一、我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省工业遗产资源富集多样，但能够得到 “ 活化 ” 利用的遗产

项目不是很多，普遍存在数量少、层次低、渠道窄等缺点。一是数
量分布不清。作为我国重型工业基地和老工业基地，工业遗产项目
遍布省内大中城市，涉及装备制造、石油、煤矿、森林等多个行业，
厂房、设备等珍贵物件具有数量多、范围广、品种杂等特点。由于
缺乏权威的数据统计，全省工业遗产物件数量无从统计。有些可视
为工业遗产的或废而弃之，或随着城市拆迁而被人为毁坏，仅有一
部分作为不可移动文物保存下来。二是活化利用不够。有些工业遗
产项目，如哈尔滨车辆厂铸造车间等一批工业遗产物件，虽然作为
百年厂房保留下来，但活化利用远远不够，既没让它活起来也没让
它火起来，只是成为群众休闲驻足的活动场所，没有被有效打造成
为城市文化新地标。三是缺乏系统集成。全省工业遗产，每个工业
文化遗产项目都是孤立的文化个案，相互之间各自为战，没有做到
串点、连线、带面，缺乏规划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四是业态展示
不够。截至目前，仅有哈尔滨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结合啤酒文化特色
打造哈啤博物馆，其它国家级或省内较有知名度的工业遗产项目，
如哈尔滨卷烟厂等，其特有文化特色和区位优势，可打造成为以烟
草为核心的业态展馆，但由于诸多原因目前仍处于停滞状态。五是
与旅游关联不够。省内许多重要工业遗产项目地处大中城市核心地
带，与在地特色文化旅游可形成优势互补，对外地游客具有很强吸
引力，但在如何活化利用拉动旅游经济方面做得很不到位，尤其没
有与历史文化街区打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有机结合起来。

二、对策建议
为推动我省工业遗产利用实现从 “ 工业锈带 ” 向 “ 生活秀带 ”

的历史性转变，我省应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等
方面入手，加大力度推动我省工业遗产 “ 活化 ” 利用。

一是制定一个“活化”利用的发展规划。目前我省累计有 8 家
企业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名单，涉及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和大庆
油田、森工等系统，相较于全省富集多样的工业遗产资源，入选数
量不是很多。考虑 “ 工业锈带 ” 到 “ 生活秀带 ” 的未来发展趋势，
建议由省级相关主管部门牵总，结合我省 “ 十四五 ” 发展规划的起
步实施，通过串点、连线、扩面、成网，高起点、高标准地制定跨
部门、跨地域、跨所有制的工业遗产 “ 活化 ” 利用规划。一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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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底调查工作。由行业主管部门和文物部门联手，依照国家标准对
散落于各市（地）、县（市）及农垦、森工等系统的工业遗产资源
进行摸底调查，同步制定省级认定标准，重点掌握工业遗产的数量
分布、种类权属、形成年代、遗产特征等，登记造册录入数据库。
二要编制省市遗产目录。结合工业遗产大省的资源实际，学习贵州
等省经验做法，编制省级及市（地）级工业遗产目录，包括生产储
运设施、生活设施、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物质遗存。对暂不具备
列入国家级工业遗产申报名单的企业，及时录入省、市（地）工业
遗产数据库，做到申请一批、培育一批、储备一批，形成上达国家、
中达省、下抵市（地）相互关联互动的 “ 活化 ” 利用体系。三要创
新 “ 活化 ” 利用形式。工业遗产不等同于文物，山东等省出于保护
角度出发，把它纳入不可移动文物监管范畴。我省可在消化再吸收
基础上，比照外省经验做法，不断探索工业遗产 “ 活化 ” 利用的创
新实现形式。或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结合起
来，统筹 “活化 ”利用；或与老旧城区改造相衔接，嵌入工业遗产 “活
化 ” 元素；或深挖旅游文化内涵，与文旅产业发展互动共促，推动
工业遗产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绽放光彩。

二是打造一批“活化”利用的业态展馆。工业遗产具有碎片化、
单一化特征，作坊、车间等核心要件自成系统、相得益彰。青岛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把青岛啤酒百年老厂打造成青岛啤酒博物馆，典型
示范引带作用显著。我省应深挖哈尔滨卷烟厂等百年名企的特色文
化内涵，结合 “ 活化 ” 利用打造以烟草等文化见长的生活秀馆势在
必行。借鉴国内成型展馆经验，可设三个展区。一是历史文化展区。
作为工业遗产核心展区，借助平台展示建企以来收集整理的文物、
图片、影像等实物、实证、实例资料，特别是展示企业创建以来的
历史文化样貌，让人们了解百年名企或知名企业的文化起源、悠久
历史、发展脉络、荣誉成就等。二是工艺流程展区。省内百年名企、
知名企业或权属主管部门应把老建筑、老设备、生产场景等工业遗
产项目，作为工艺流程的标志性物件设置放像设备，形象生动地向
参观者介绍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还可在车间的核心位置设立雕塑
模型，复制当时的生产场景和劳动场景，让人们获得置身其中、身
临其境的体验感。三是功能展示区域。省内名优特产品等工业遗产
项目，可辟建多功能展区，在游客参观、品尝、体验等基础上，满
足其购物需求；或借助声光秀等现代科技手段，导入动漫、仿真等
模拟系统，运用复古还原、多感体验等手法，直观再现企业的发展
历程，空中参观企业的生产流程，让游客切身感受产品生产全过程；
设置多媒体互动体验，运用高科技和多媒体互动装置，以及动感影
院、DIY 互动等体验环节，引导游客参观娱乐消费；设置触摸式自
动电子显示屏，随时查询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资料。

三是打造一批“活化”利用的文旅秀带。我省工业遗产 “ 活化 ”
利用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形式不新，哈尔滨车辆厂百年厂房争议
多年，虽保存下来但至今未得到 “ 活化 ” 利用，其它工业遗产绝大
多数处于待开发状态。随着国家五部委印发《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尤其是适应 “ 工业锈带 ” 向 “ 生活秀带 ”
转化提升的发展需要，依托原有工业遗产打造一批 “ 活化 ” 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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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秀带显得尤为紧迫。一是推动工业遗产市场化运作。由工业遗
产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对省内各级各类工业遗产项目进行产权权属
确认，对已列入国家级工业遗产名单的项目或权属、资产明晰的工
业遗产项目，可借助市场化运作手段，或引入战略投资者，或引导
社会资本进行多元深度开发，把其打造成独具特色的文旅秀带景观；
对已列入国家级工业遗产名单尚在运营的企业，如东北轻合金加工
厂等，建议把闲置厂区厂房 “ 活化 ” 利用起来，设立与企业文化相
匹配的旅游展示带，让游客走得进来、看得下去，近距离体验企业
生产全过程，增加工业遗产旅游神秘感、兴趣感；对拟申报国家级
工业遗产目录项目或其它有历史感、特色感的工业企业，要采取创
新保护形式，或者通过 “ 活化 ” 利用形式，实现 “ 工业锈带 ” 在文
旅层面的 “ 二次革命 ”，不断提升我省工业遗产 “ 活化 ” 利用的质
量水平。二是培育工业遗产网红打卡地。北京 798 艺术区、成都东
郊记忆等省外工业遗产，一改企业的传统文化样貌，通过艺术再造
已成为都市文化的新地标，同步跻身网红打卡地。省内大中城市及
农垦、森工系统应结合在地工业遗产项目，根据企业文化特色，像
厂门、作坊、车间等标志性建筑，添加时尚旅游文化元素，把它培
育成诸如中央大街、哈尔滨百年江桥等网红打卡地。在盘活工业遗
产基础上，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览参观，进一步提升省内旅游的工
业遗产品味。三是设计工业遗产精品旅游线路。由文旅等部门牵头，
统筹省内大中城市工业遗产资源，突出行业文化特色和企业文化的
核心要件，或设计若干工业遗产精品旅游线路，或在省内其它精品
旅游线路中添加工业遗产旅游元素，或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街等为主轴，附设工业遗产特色景点景观，打造各具特色、闻名国
内外的知名旅游品牌，推动工业遗产旅游项目精致化、生活化。

（作者系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首
席专家、黑龙江大学罗跃军教授；智库专家、黑龙江大学张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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