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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6 日，世界技能博物馆开馆。这是世界技能

组织认可的全球首家冠以“世界技能”之名的博物馆，馆内藏

有来自 39 个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合作伙伴

等提供的与技能相关的珍贵藏品 2000 余件，全方位展览展示世

界技能发展史。而该馆的建筑前身，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遗

址——永安栈房。

从栈房到博物馆，彰显了杨浦身体力行“五全工作法”。

即全方面摸底，推动城市文脉有序传承；全要素保护，聚焦工

业遗产价值内涵；全方位赋能，焕发历史建筑全新活力；全周

期管理，探索保护利用机制创新；全民性参与，激活城市更新

内生动力。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建于 1883 年的杨树浦水厂，在

做水厂外的拦污网和防撞桩的同时，在顶上架设了一个 535 米

长的木质栈桥；上世纪 90 年代建造的“火柴盒形建筑”上海烟

草公司机修仓库，经过退台叠层的设计，变身立体大花园——

绿之丘；昔日远东最大的肥皂公司上海制皂厂功能重塑，其生

产辅助区成为“皂梦空间”；毛麻仓库、明华糖仓等经修缮后，

先后承办 20 余项省部级展览……

事实上，通过保护性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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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具有独特工业历史背景的

杨浦在后工业时代继续保留传统的元素，实现文物事业高质量

发展，这些理念也是让“上海杨浦‘生活秀带’”获国家文物

局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授牌的重要原因。

7 月 12 日，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暨上海杨浦国家文物保护

利用示范区深化建设工作研讨会在上海体育大学绿瓦大楼召开。

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音奇告诉《新民周刊》，

在这个会议上，杨浦区再次引领文物保护新风尚，率先发布了《上

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化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24—2026 年）》，构建起上海杨浦文物保护“1+3+5”

的工作格局。

其中，“1”为一条主线。杨浦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塑造激发活力、强化能力为核心的发展目标，以促

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推进文物工作

向更高水平迈进。   

“3”为三大体系，即以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基础，

构建精准保护标准化体系；以提升“1+N”政策体系效能为牵引，

构建文物高水平活化利用体系；以建设文物主题游径为载体，

构建“生活秀带”活力开放体系。

“5”为落实五张清单，包含规划保护清单、内涵挖掘清单、

重点项目清单、现代治理清单和活态传播清单。  

保护传承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大

事。杨浦将新的发展理念融会贯通，将文物保护利用置于中国

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中去考量，着力推进文物资源和工业遗产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重赋价值”。

1986 年，英国铁桥峡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遗产中的首例工业遗产，

对世界工业遗产的保护产生了深远的意义；2003 年 7 月通过的

《下塔吉尔宪章》，提供了国际范围内对工业遗产的定义和保

护准则。

而杨浦滨江历经 30 多年，从“工业锈带”转型成为“生活

秀带”，为全球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体现中国智慧、国际

对标、上海实践的杨浦样本。

杨树浦水厂内景。 2.7公里杨电厂段遗迹池及卸煤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