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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工业遗产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一种长跑，不是短跑，

就不断地坚持下去，锲而不舍，杨浦滨江的美好未来，需要一

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邀请像黄宝妹、郑时龄等“见证者”口述历史，呈现工业

时代的家国情怀、社会发展以及城市变迁，恰是“杨浦百年·工

业印迹”系列专题片的愿景，也是“五全工作法”里“全要素

保护”的一份生动案例。杨浦妥善保护工业遗产物质遗存和非

物质遗产整体性和功能完整性，注重将建筑本体保护延伸至非

物质遗存的价值挖掘和保护，落实整体性保护、实施精细化保护、

开展抢救性保护、延展口述史保护。

比如，尊重原有环境肌理和历史印记，将杨浦滨江南段 5.5

公里作为连续不间断的工业遗产博览带；针对停产待转型的杨

树浦发电厂，编制“保护图则”；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

程引入 BIM 技术，以绣花功夫对大型工业遗产实施精准保护利

用新模式；提前介入干预，启动上海船厂等 12 处重要工业遗

产档案资料抢救工作，完成英商怡和啤酒厂档案资料抢救性保

护；对杨树浦煤气厂等 6 处点位采取预防性保护，完成历史图

纸 2000 余张、历史照片 1500 余张的数字化归集……

今年 11 月 6 日，位于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开

馆仪式，揭开神秘面纱。其建筑前身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遗

址——永安栈房。从栈房到博物馆的“进化论”，彰显杨浦“全

方位赋能”的作为。坚持科学、妥善处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与

市政建设、旧城改造、生态涵养等的关系，在重赋功能、传承

文脉、展示价值过程中，让老建筑承载着的文化元素、历史厚

度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再现。

所谓“全方位赋能”，包括推动功能转型，赋彩现代生活。

如百年船坞拥抱百年古船，市区聚力推进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

世界技能博物馆（原永安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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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严重、闲人免入的电厂滨

江区域，已转变为生态共生、艺术共

享的亲水公共岸线。沧桑的钢铁巨构，

原燃料车间的大型机器设备，正在见

证当下的火热生活。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原为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现已实现

了从传统空间、生产空间向综合创意园区的华

丽转身，并成功完成从“创意产业”到“产业创意”

的二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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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活工业建筑和减

量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

斜向切削，形成引导城市空间向滨水延伸的态势。建筑覆盖绿植，望之形如一

座巨大的绿丘，遂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