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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旅
游
：
从
﹃
锈
带
﹄
到
﹃
秀
带
﹄

赵
红
玲

相|关|链|接

2-3
�扫码下载新民客户端 2023年6月18日/星期日 一版首席编辑/任湘怡 一版视觉/戚黎明 本版编辑/王蕾 胥柳曼 本版视觉/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要闻

青浦印刷园区围绕“一本书
是怎样制成的”，通过园区印刷
文化设施、印刷博物馆、印刷生
产车间的串联，从历史文化、工
艺技术、行业应用、科技创新等
方面，打造了主题鲜明的印刷工
业旅游体验。
“制作一本书需要几个步

骤？在印刷车间，园区特别改造
了一条中华印刷现代化工厂的
参观步道。”上海印刷（集团）有
限公司工业旅游项目负责人徐
嘉霏介绍，这条参观步道全长
220米，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
分是参观一本书的出版发行流
程，展示现代书籍编辑印制的流
程和工艺；第二部分参观原版印
刷菲林，讲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印刷故事；第三部分从数字概
念出发，探索未来文明传播形
式。漫步在参观步道上，参观者
感受印刷设备的震耳轰鸣、纸张
油墨的阵阵回香、即时输出、想
印就印的便捷，从“编辑、印前、

印刷、印后”各个工序流程中体
验书籍印制的迷人工业魅力。

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以“印
刷让文化更灿烂，让世界更文
明”为主题，介绍了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及印刷所等中国主要
出版印刷企业的历史变迁、发展
概况及民族印刷工业；展品则展
示从新石器时代的陶泥印“书”
到纸本书再到电子书的书籍演
变过程，讲述中国灿烂的印刷图
书文化发展故事。

石头上也能印出精美图
案？印刷的画作竟骗过原作
者？如何保持每次都印出一样
的颜色？在科普课堂，参观者可
以探究自己身边的印刷世界。在
沿湖步道边，十二块造型各异的
黑山石上，分别有拆散的十二生
肖汉字笔画，等待游客去寻找。

逛累了，游客还可以走进陈
列着园区企业历年印刷精品的
一本书屋，享受一段悠闲的阅读
时光。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工业遗产保护

及开发利用被重视，工业旅游开始作为一种新的

旅游形式发展起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旅研究中

心副主任于秋阳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发达国

家有15%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了工业旅

游。目前，欧洲有2500多家工业旅游企业，英国

有1000家左右，美国约有565家。

为更好地盘活这些工业旅游资源，2022年，

市文化旅游局联合市经信委等十部门印发《上海

工业旅游发展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工业旅游

发展将聚焦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加大工业企业开

放力度、突出文化旅游融合与多元发展、突出数字

化转型等，进一步打响“上海旅游”品牌。

日前，申城文旅策划了遍布在16个区的10个

主题39条深度体验线路。各区文旅代表共同发

起“上海工业旅游深度体验主题线路共建倡议”，

启动工业深度体验主题线路共创共建，并同步开

启深度体验主题线路公众评选活动。

本次工业旅游深度体验主题线路挖掘本市具

有工业文化、产业特色、品牌效应的重点项目，联

动科普研学、周边游憩、亲子互动、数字赋能等要

素，策划设计可操作、可运营、可延伸的工业旅游

产品。同时，通过部门合作、市区联动、企业共建，

探索建立工业旅游资源共享、线路串联和品牌共

建机制，形成可落地、多元化、示范性的深度体验

主题线路。

上海将着力形成更多资源吸引力强、市场认

知度高、聚焦效应大、接待服务水平高的工业旅游

发展区域，建设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

39条工业游线路 让你从另一个角度看申城——

可游可赏可感知“上海制造”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和中国现代工业的集聚地，

工业文化底蕴深厚，工业资源十分丰富。
目前，上海拥有290余处工业遗存、149家市级文创园

区、65家行业博物馆、300余家科普基地，涉及30多个制造

苏州河独特的工业资源与工业
历史，为上海工业旅游发展再聚城
市新活力。

2021年11月，为响应上海“一
江一河”建设，普陀区组建成立“苏
河水岸”工业旅游基地。

2022年，由沪西工人半日学校
史料陈列馆和顾正红纪念馆组成的
上海工业初心文化景区获评国家
3A级旅游景区，苏州河旅游航线也
于同年9月开通，其中位于普陀区
的长风公园码头、昌化路码头为首
批开通码头。为此，普陀区将“寻访
苏河水岸·感受民族工业的崛起”工
业微游线路升级为“苏河时代·民族
工业探索之旅”工业旅游线路。
普陀区文旅发展管理中心负责

人罗莹介绍，这条线路以探索民族
工业为主题，围绕苏州河沿岸普陀
段的文旅点位，分为“徒步一日游”
和“游船一日游”两条线路。两条线
路起点为工业初心文化景区，在上
海纺织博物馆和M50创意园内参
观和体验互动活动。在纺织博物馆
参观时，可选择手工扎染或百变丝

巾体验项目；在M50创意园，可以
提前定制生活美学项目，如皮具体
验手工制作，唐朝点心制作体验等。
若参与徒步线路，即可途经“悬

浮森林”天安千树、苏州河梦清园环
保主题公园，在上海造币博物馆内
亲手制作一枚纪念章，在创享塔文
创园可以登上百年瞭望塔，俯瞰宝
成湾。
选择游船线路，游客则乘坐苏

州河游船游览苏州河普陀段两岸美
丽的风光。从昌化路码头出发，途
经苏河十八湾的梦清湾、造币厂湾、
长风湾等十个河湾。抵达长风公园
码头后，上岸即可游览苏州河沿线
面积最大、腹地最深的滨水空间
——半马苏河公园；沿步道行走到
达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了解苏
州河畔从近代工业热土到创新宜居
乐土的嬗变历程。
“该条工业旅游线路上线后，目

前已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罗莹表
示，未来，苏河水岸工业旅游基地将
延伸到泛工业旅游，用文旅语言讲好
普陀红色故事、工业文明。

昔日垃圾堆场如何演变成
今日的生态花园？在全球最大
的以生活垃圾为主的综合处置
基地——上海老港生态环保
基地，各类城市固废是如何处
置利用的？上海城投老港基
地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
曰丰介绍，上海老港生态环
保基地包括上海生活垃圾科
普馆、老港生物能源再利用中
心和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
心。三个场馆串联总游览长
度达3000米，带领市民游客一
起探秘上海的城市垃圾都去哪
儿了。
目前，老港基地形成“1+

4+1”工业旅游产品体系，即1
个基地发展历史展馆——印象
老港陈列馆，4个工业旅游点
——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生
物能源再利用中心（湿垃圾处
理）、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医
废处理）、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干垃圾处理），1个生态环保

户外绿地——生态苑。
生活垃圾被扔进垃圾桶，

就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但它
们去哪儿了呢？生活垃圾有哪
些处置方式？又是如何变废为
宝，成为可用的资源的？上海
生活垃圾科普馆以“与垃圾同
行”作为主题，构筑了家庭、办
公室、餐厅、超市小场景，参观
者动动手就能了解减少垃圾产
生的科普小知识。目前，该馆
正在更新改造中，计划于8月
底开馆。
值得一提的是，生态苑是

在原填埋场上生态修复建成的
示范公园，总面积约14.8万平
方米，打造了芦花鹭影、清渠如
许、曲桥风荷等人文景观。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

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
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吴曰丰
表示，这条工业旅游线路希望
提醒更多人做好垃圾分类、减
少浪费。

万吨巨舰怎样造就？

“串珠成链”如何升级？

一本书是怎样制成的？

城市垃圾都去哪儿了？

业大类，更有中国商飞、上海汽车、江南造船、宝山钢铁、
超算中心等体现国内先进制造业最高水平的旅游资
源。值得一提的是，江南造船和苏河水岸入选国家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
在日前举行的2023上海工业旅游主题日上，市文旅

局征集了10大主题、39条工业游深度体验策划线路，让
更多的红色资源、工业遗存转化为文旅资源，带领市民游
客真切感受上海都市型旅游的魅力。

上海，百年中国近代工业

发源地，百年峥嵘。工业文

明、工业文化和工业美学，上

海这座城将为您奉献什么样

的工业旅游观光资源？日前，

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举办了

一场共建活动，有关部门发布

了“2023年上海工业旅游深

度体验10大主题39条策划线

路”，这些主题和线路来自全

市16个区。

共建，意味着合力保护、

联手共创、开放共存。共建

“主题线路”之举，让“工业旅

游”资源更丰富、更接地气。

事实上，上海的“工业旅游”规

模已不小，拥有290余处工业

遗存，五大类型的旅游形态，

涉及30多个制造业大类。这

些资源承载的，是上海这座城

市的整体工业文化记忆。作

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品牌

发源地，上海也是现代工业集

聚地。工业旅游资源的合力

保护及整合开放，必然擦亮

“上海工业旅游”的名片。比

如江南造船和苏河水岸这两

个项目，就入选了国家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

以工业旅游为抓手，进一

步打响上海旅游品牌，尤其要

促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更为

有效。推动低效楼宇和老旧

厂房改造，发展高精尖产业，

并打造成“工业旅游”场景或

者“网红打卡点”，这一思路，让

一些现代工业资源的资源吸引

力更强、市场认知度更高、聚焦

效应更大，一定要保护和展示、

使用好工业历史建筑。2019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

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

特色的重要标志。”。

在上海，你看到的许多工

业遗存早就转化为文旅资源，

坚硬的工业建筑与簇拥的花

团相融，“工业锈带”蝶变旅游

“生活秀带”。在旅游休闲中，

伴着咖啡香，您更能感受到文

旅化的工业资源带给人们的

诗意生活，以及上海这座城市

的品格。

上海工业旅游
深度体验主题线路

上海长兴岛以“海洋装备岛”
“生态旅游岛”两大特色标签蜚声
国际。江南造船则是中国民族工
业的一面旗帜，近年正发力工业旅
游，以向社会传递军工文化和船舶
文化，增强大众的海洋意识，将长
兴岛江南造船、郊野公园等联合
起来打造的工业生态全域旅游线
路，可以让游客在体验生态美景的
同时感受国之重器的魅力！领略
长兴岛工业生态之美！
开展工业旅游，江南造船面临

的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把握好开放
的尺度。负责江南造船工业旅游
项目运营的上海中船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孙佳磊直言，
因种种原因，江南造船不可能像迈
尔船厂那样，在室内船台单独开辟
一条“玻璃栈道”供游客身临其境
感受船舶建造全过程。
为尽最大可能地丰富工业旅

游体验内容，运营团队想出不少好
办法。比如，在5号码头1比1等

比例复建了万吨大驱南昌舰的直
升机平台；改造了江南造船展示馆
和安全培训中心；还准备学习青岛
海军博物馆的经验，让游客零距离
了解舰船。
同时，运营团队注重讲解的趣

味性，拉近江南造船与游客的距
离。“我们为什么需要建造万吨水
压机？这就好比，申花队必须拥有
虹口足球场”“23000箱超大型集
装箱船到底有多大？相当于4座
金茂大厦捆在一起放到水里”……
“工业研学是工业旅游的重要

内容，也是江南工业旅游探索的重
要方向。”孙佳磊说，他们将旅游与
科普、教育相结合，通过体验式、沉
浸式方案设计，帮助孩子更好了解
造船专业知识和船舶文化。今年
暑期，江南造船推出的20多期航
模制作体验班已销售一空。“我们
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提出‘想进入江
南造船，应该报考什么专业？’等问
题，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 江南造船厂开展的职业体验活动

■ 江南造船厂工业研学活动

■■ 创享塔

▲

“一本书是

怎样制成的”

特展展项之一

■ 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

■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 游览杨浦滨江，看昔日“工业锈带”变如今的“生活秀带” 杨建正 摄

工业游策划线路
将启动评选

本报记者 杨玉红

第1天：上海
长兴岛郊野公园

→江南造船→临
港科技园海防科

普教育展示中心；

第2天：振华
重工

今日论语

徒步一日游：上海工业初心文化景区（顾正红纪念

馆）→上海纺织博物馆→M50创意园→天安千树→苏州
河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上海造币博物馆→创享塔

游船一日游：上海工业初心文化景区（沪西工人半

日学校史料陈列馆）→上海纺织博物馆→M50创意园→
天安千树→昌化路码头（苏州河游船）→长风公园码头
→半马苏河公园→苏州河工业文明展示馆

上海博物馆南门集

中出发→上海老港生态
环保基地→印象老港陈
列馆→生态苑→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二期→返回
上海博物馆南门

上午：元祖梦世界→中午：上海中华印刷
博物馆→下午：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

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浦东新区）

亲子手工艺研学游（青浦区）

建议线路

▲

中华印刷

现代化工厂

车间实景

建议线路

建议线路

建议线路

■ 老港固废处置基地 低碳生活新时尚（浦东新区）
■ 生命健康 科技之旅（浦东新区）
■ 生命健康 科技之旅两天（浦东新区）
■ 临港智旅之大国重器一日游（浦东新区）
■ 行走世博 阅读工业传奇（黄浦区）
■ 乐动西藏路 红色初心之旅（黄浦区）
■ 华与彩的回归（静安区）
■ 再破苍穹的艺术“翱翔”游（徐汇区）
■ 找寻城市幸福密码（长宁区）
■ 苏河时代 民族工业探索之旅徒步游（普陀区）
■ 苏河时代 民族工业探索之旅游船游（普陀区）
■ 工业荣光之旅（虹口区）
■ 世纪峥嵘之旅（虹口区）
■ 绿色休闲之旅（虹口区）
■ 景观生活之旅（虹口区）
■ 工业潮趣之旅（虹口区）
■ 创新体验之旅（虹口区）
■ 百年记忆魅力滨江 老厂房焕新之旅（杨浦区）
■ 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漫游杨浦滨江之旅
（杨浦区）

■ 杨浦红色记忆 一阕壮丽的革命之歌（杨浦区）
■ 杨浦百年工业徒步深度体验半日团队游（杨浦区）
■ 百年滨江，半日滨江亲子游（杨浦区）
■ 夜游杨浦滨江（杨浦区）
■ 杨浦滨江 忆沪上传奇工业年代（杨浦区）
■ 宝钢工业游（宝山区）
■ 宝山百年吴淞探寻之旅（宝山区）
■ 滨江邮轮港口参观游（宝山区）
■“上天下地入水”水陆空二日特色闵行工业研学
（闵行区）

■ 航天科普游（闵行区）
■ 寻�轮渡遗迹 觅�咖啡香气（闵行区）
■ 走进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闵行区）
■ 杏会安亭 车城新景一日游（嘉定区）
■ 探秘科技创新之旅（金山区）
■ G60科创休闲之旅（松江区）
■ 人文研学之旅（松江区）
■ 边走边玩 亲子手工艺研学游（青浦区）
■ 奉贤工业研学之旅（奉贤区）
■ 走进大国重器 畅游多彩郊野 长兴岛工业生态游
（崇明区）

■ 喜时尚工业游（崇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