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俯瞰杨树浦发电厂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锅炉爆炸了你们也完蛋”
工人机智吓退敌军

“这台就是1948年的汽轮发电机组，它

一直运行到2010年电厂关停才结束使命。”

跟随杨树浦发电厂职工张祎晖，记者进入

电厂始建时的老厂房，眼前这台庞大设备

周身不少漆面已经脱落，露出斑斑锈迹。

而它正是上海解放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时间拨回1949年。当时的上海不仅

是闻名遐迩的“不夜城”，也是中国主要的

工业中心。这些都与杨树浦发电厂密不

可分。始建于1911年的杨树浦发电厂，

1913年4月建成，后经多次扩建，在1923

年时就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

站。在解放前夕，其发电量占上海的

81%，装机容量占全国的10.73%。可以

说，杨树浦发电厂不仅照亮了上海，还对

推动上海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

正因如此，它被敌人锁定为目标。

“解放前夕，在电厂地下党总支的领

导下，职工的护厂行动逐步展开。”张祎晖

介绍说，当时由技术支部制定了包括“设

备保护”“紧急发供电”“抢修和顶班人员”

在内的护厂方案，并与电站支部相互配

合、统一行动，确保发电机组正常运行。

据介绍，地下党组织提出“机器就是

工人的命根子”“保护工厂就是保住饭碗”

等群众性口号，调动起了职工的积极性，

迅速形成一场群众运动。

其间，以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

队伍，日夜守卫着汽轮发电机、锅炉和控制

室等重要设施，防止其遭到敌人的破坏。

“这台1948年的汽轮发电机组是当时电厂

容量最大的机组之一，护厂队员加强巡逻，

确保其不被破坏。”张祎晖说，正是在护厂

工人的努力下，机组一直正常运行。

翻看电厂厂志，从其中关于护厂斗争

的记录，就可窥见当时局面之危险。解放

军打到上海外围后，敌军一个连进驻杨树

浦发电厂，他们把机关炮架在临江的五号

炉子间屋顶上，准备以火力封锁黄浦江。

如此一来既威胁高压锅炉的安全，也给解

放军进攻造成困难。地下党员李志耕以

护工队队长的身份，告诫敌连长，“五号炉

是远东最大的高温高压锅炉。现在这个

炉子正在运行，炉内蒸汽压力很高，在上

面架起这么一挺机关炮，成了军事目标，

万一发生不测，引起炉子大爆炸，周围3

里之内都要夷为平地，你们也都完蛋

了”。吓得那个连长忙下令，把机关炮从

楼顶上撤了下来。

最终，在解放军和地下党组织的密切

配合下，杨树浦发电厂几乎完好无损地回

到人民怀抱。

工业遗产“活”起来
如今来到杨树浦路2800号的杨树浦

发电厂，临江部分的电厂遗址公园让人眼

前一亮。细细品味，园内藏着许多“很潮”

的建筑。电厂作业设施中有一组储水、净

水装置，拆除两个圆形储水池等上方结构

后留下两个基坑。其中一处基坑作为雨

水花园，另一处改建为净水咖啡厅，成为

不少市民游客沿江漫步后的休憩之处。

百年前，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机器

造纸局、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远东最

大的火力发电厂、远东第一大煤气厂、远

东最大制皂厂……相继在杨浦滨江诞

生。百年工业的历史积淀，为杨浦滨江沉

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

城市肌理。

2020年9月，杨浦区以“生活秀带”为

主题入选了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创建名单。示范区范围涵盖了杨浦滨

江15.5公里区域，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文物保护点以及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73处。为了让满载匠心的一砖一瓦、一梯

一窗、一梁一墙重现往日光华，杨浦区采

取修旧如旧、原汁原味保护修缮的原则。

永安栈房旧址西楼已变身为世界技

能博物馆，成为全球首家冠以“世界技

能”的实体博物馆；原上海茶叶进出口公

司第一茶厂厂房化身为周虎臣曹素功国

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4A级旅游景

区“笔墨宫坊”；毛麻仓库、明华糖仓等经

修缮后，先后承办20余项省部级艺术展

览，曾经的工业仓库化身为“艺术仓库”；

现存唯一成套的“两万户”长白228街坊

更新打造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样板，

被国家住建部作为唯一案例，推荐参评

2023年联合国人居奖。一批兼具烟火

气和书卷气、人文景和科技流、时尚风和

国际范的生活空间，使历史文化遗产不

仅成为一道亮丽风景，更成为服务人民

的生活场景。

5月初，杨浦区又传出新消息，上海

船厂旧址将规划建设为上海博物馆北

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这里

将打造一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古船与考

古博物馆、全球一流的水下考古研究中

心、国际航运贸易中心的展示窗口和人民

城市“生活秀带”的文化地标。

目前，杨树浦发电厂正在推进城市更

新项目转型开发规划设计等工作，将在传

承百年历史底蕴和红色基因的基础上，依

托现有工业遗产以及滨江的地域优势，打

造具有工业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特

质和综合功能的城市更新项目。老厂房

将如何惊喜变身？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李若楠

从工业遗产到生活秀带

■ 杨树浦发电厂旧照

在攻城作战的16天里，上海市区没有停
水停电，电话畅通，对上海的解放和顺利接
管起到积极作用。这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
统一领导的护厂斗争密不可分。
上海素有“不夜城”之称，解放前夕，整座

城市81%的电都来自当时远东第一大火力发
电站——杨树浦发电厂。为了维持供电不
停，保障电厂安全，护厂
斗争在杨树浦发电厂中
展开，守护着上海千家万
户的“电力心脏”。不少
故事至今听起来仍然惊
心动魄。

电厂

■ 如今的杨浦滨江焕然一新，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守护

    年5月  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周 馨
本版视觉/戚黎明

特  
巨 变

■ 老永安公司绮云阁，
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第
一面红旗升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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