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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内生动力。

比如，去年 9 月，全国双创周上海分会场活动在杨浦滨江

的明华糖厂仓库旧址拉开帷幕。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仓库，一

个华丽转身，就成了高质量创新的秀场。而明华糖仓等一批工

业遗产被登记为区文物保护点，包括黄浦码头旧址等被核定为

区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等被列入上海市

革命文物名录，离不开杨浦聚焦文物资源禀赋，以挖掘价值为

发力点，排查厘清家底，扩展保护对象，真正做到“值得的，

一个都不能少”。

“我 1952 年入党的，党龄是 70 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党员

来讲应该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忘记这

个事情，共产党员要奋斗终身。”从国棉十七厂老厂房里走出

来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如是说。

她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人。有一次去北京领奖，火车坐了七

天七夜，沿途看到农民光着膀子在田里干活，皮肤晒得通红，她

暗下决心：多纺纱，要让全国人民有衣穿。这句话也成了她毕生

的坚守：不当明星愿劳作，岗位永远在车间，一辈子为人民纺纱。

国棉十七厂已变成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大杨浦已变成大

young 浦。“杨浦以前叫大杨浦，它是近代工业化时代非常重

要的一个地方。”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郑时龄感慨道。论及杨浦滨江的未来，郑时龄满怀期待，

提出了更为多元的业态发展新思路，比如注入文化因素、保留

基本结构、进行功能调整等等。针对文物与历史建筑的认识与

保护，郑时龄指出：这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意味着对未来的

选择，是城市价值观的体现。

“我是 2004 年开始就参与了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我觉得

杨树浦水厂
哥特式城堡造型，又呼应了中国传统建筑带有檐口的双坡屋顶

形式，杨树浦水厂的壮丽外观一向让人“弹眼落睛”。通过保护修缮

及生产技术的迭代升级，140年来水厂的历史风貌得以延续，生产

能力也始终保持行业领先。

杨浦生活秀带

文物开了口，历史建筑可阅读，上海近代工

业文明的杨浦记忆全面苏醒，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

当代滨江生活秀。

示范区创建工作挖掘阐释不可移动文物背后

的深厚历史内涵，大规模推进工业遗产成片保护和

再利用。百年工业变迁以规模化的实体空间再生，

成为城市文艺、科教、经济活动等的新载体。

新旧对比

　　杨浦聚焦文物资源禀赋，以挖掘价值为发力点，排查厘清家底，扩展保护对象，真正

做到“值得的，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