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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民”。其中，“大智慧”平台搭建，请文物领域领军人才与复旦、

同济等高校专家贡献智慧。“大协同”推进增强，组建杨浦滨

江治理联合会，设立人民建议征集站，深化文物工作共建共治“朋

友圈”，收集、孵化散落在民间的“金点子”。杨浦还在部分

中学试点开设城市人文课程、《读行滨江》等特色项目，推动“文

物保护进课堂”；并成立讲述杨浦滨江文物故事、弘扬红色文

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共同营造敬畏历史、珍爱文物、传承文明

的浓厚社会氛围。

满眼风光看杨浦，杨浦风光看滨江。在临近咖啡馆点一杯

浓醇馥郁的咸芝士拿铁，逛人人市集买一串喷香扑鼻的烤肉，

侧耳倾听“且听江潮乐”杨浦艺趣文化生活节上汉服小姐姐们

演奏美妙的民乐，用相机记录“百 BU 穿 YANG”那些“建筑

可阅读”的故事，去“人民·秀带”直播间留言互动……推动“大

空间”共享，扩展“大口径”宣传，示范区创建工作引领市民、

游客沉浸式体验文物和工业遗产的多重价值，从而走入后工业

时代的“杨浦秀”新图景。

历史从未走远，未来近在眼前。杨浦滨江工业文明的昨日

留痕早已与当下紧密结合，续写锦绣篇章，成了这座城市灯火

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

全球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杨浦样本

记者常在杨浦滨江邂逅附近居民及楼宇白领，与他们随

意聊天的时候，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觉得城市对工业

遗存、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以前可

能就是单一的一栋建筑，现在是工业区一大片的整体保护。

而且以前的那种文物保护似乎离普通老百姓生活蛮远的，你

就是用一种敬仰的心态大概看一下；但现在像滨江秀带融合

了那种城市人文之旅的配套建设，走累了你能在驿站休息，

坐下来欣赏优美的风景，还能约朋友喝一顿下午茶，扫码可

知老建筑的趣闻，你就真的体会到这里是‘活着’的，它的

心脏在热烈地跳动。”

据悉，以示范区创建为契机，杨浦着力推动文物工作高质

量发展，三年来，主要呈现“四大转变”：

拓展文物工作格局，实现从部门发力向凝聚全区共识转变；

瑞镕船厂
曾并入上海船厂，而我国

迄今水下考古发现体量最大的

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古船，

已成功落座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未来将在这一

块筹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

228 街坊
至2016年，当地成为

上海仅存成片的、完整的“两

万户”工人住宅。如今，焕

然一新的 228 街坊成了社

区品质生活的打卡聚集地，

城市更新叠加“15 分钟社

区生活圈”的样板。 明华糖厂仓库
保留并复原上世纪 30年代仓

库钢筋混凝土和钢结构的形制，完

整呈现最具历史价值和空间特色的

部分。改造后的建筑与场地通过引

入艺术展陈、论坛讲座等，成为杨

浦滨江一方活力洋溢的空间。

智慧坊创意园
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

原厂区由40多幢不同

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构成，

其结构类型多样、立面材料丰富，具有明显的工业建

筑特征。如今，更新后的厂区变身融合新科技与创意

文化的“智慧坊创意园”，引入大批科创、文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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