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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名证明

山姆出国定居服务受理中心

工业遗产如何保护？“重庆方案”出台了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见证，是工业

文化的载体。
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有了“重庆方

案”。
10月28日，上游新闻记者从重庆市发

改委官网获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
部门印发的《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重庆出台
了《重庆市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提出将

“工业锈带”打造成“生活秀带”，争创工
业遗址保护重要示范区和建成中国工业文
化旅游中心。

该方案中提到，做好重庆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城市功能，丰
富城市内涵，彰显城市特色，实现从“工
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转变，延续历
史文脉，完善城市功能，激发城市活力。

方案中共列出了 68个重点项目，总投
资约338.79亿元。

方案中明确，重庆将按照“一心、三
带、多点”空间规划保护工业遗产，尤其
是将在中心城区的 5大集中片区差异化打
造。

什么是重庆工业遗产?
重庆工业遗产主要是指从重庆开埠时

期至三线建设期间（1891—1982年），涉及
各工业门类的生产、加工、仓储、生活、
教育等工业物质遗存（包括厂区整体空间
形态、工业建构筑物、工艺流程设备、生
活配套建筑物以及历史环境要素等）与非
物质遗存（包括现存各企业厂史等历史文
献，传统生产线或技艺、生产工艺流程以
及设计工艺图纸、企业特殊事件、图片音
视频资料等）。

从1891年近代工业发端到1982年现代
工业战略发展时期，重庆工业经历了四个
主要的发展阶段，在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
国近现代工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产。

1891—1982年，重庆工业经历了四个
主要的发展阶段。

近代工业发端时期 （1891 年—1936
年）。重庆近代工业发展速度及水平在整个
西南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火柴、
轻纺、川江航运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
位，在全国很有影响。

近代工业体系建立时期 （1937 年—
1949年）。重庆一跃成为大后方最大的工业
基地，成为大后方经济中心。被誉为“战
时工业之家”，其中兵器业处于中心地位。

现代工业奠基时期 （1950 年—1963
年）。国家在重庆布局了一批能源、机械建
设项目，重点支持了冶金、煤炭行业。初
步建构起现代重工业的骨干体系，成为西
南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现代工业战略发展时期 （1964 年—
1982年）。重点布局国防工业及配套民用项
目，重庆工业逐渐形成了机械、冶金、化
工、纺织、食品五大支柱行业，门类齐
全，成为中国战略大后方综合性工业基
地、全国最大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

空间规划：一心、三带、多点
目前，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名单有 140

处，其中，中心城区 59处，其余区县 81
处。

从分布区域来看，除了中心城区之
外，万州、涪陵、江津、长寿、綦江等区
也分布了较多的工业遗产。

从分布特点来看，重庆工业遗产具有
依山、傍水、隐蔽、分散的分布特点。

针对重庆工业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
方案中确定了“一心、三带、多点”的空
间规划布局。

所谓“一心”，即中心城区工业遗产集
聚核心，也是争创国家级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的核心；“三带”为长江沿岸工业遗产
集聚带、成渝公路沿线工业遗产集聚带、
渝黔公路沿线工业遗产集聚带；“多点”为
散布在重庆其他区域的工业遗产点。

重庆中心城区工业遗产集聚核心，定
位为“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区”，涉
及大渡口、九龙坡、沙坪坝、江北、北碚

和渝中区等地，是争创国家级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的核心。

积极提升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影院
等城市公共服务功能；

拓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影视拍摄基
地、创业孵化等城市创新功能；

发展商文旅综合体、工业旅游景区、
办公、教育培训等城市经济功能；

打造遗址公园、城市绿地等城市生态
功能。

长江沿岸工业遗产集聚带，主要包括
万州区、涪陵区、长寿区、江津区等，以
兵器制造、机器制造及水电基础设施为
主，定位为“长江沿岸兵工及水电文旅体
验带”，集兵工文化展示体验、工业旅游、
主题博物馆等功能于一体，代表项目为涪
陵816工程、重庆三峡水电工业公园。

成渝公路沿线工业遗产集聚带主要包
括合川区、永川区、铜梁区、璧山区、潼
南区、荣昌区等，以轻工业、采矿及机械
制造为主，定位“成渝轻工业文化体验
带”，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集轻工业文化展示体验、主题博物
馆、文创产业等功能于一体，代表项目为
合川国际影视文化艺术小镇、永川煤炭博
物馆、荣昌工业文化与陶创意产业园。

渝黔公路沿线工业遗产集聚带主要包
括南川区、綦江区和万盛经开区等，以机
器制造与兵器制造、采矿、冶金及加工为
主，定位为“渝黔工业遗产文创产业经济
带”，集文化创意产业、工业旅游、工业遗
址公园、主题博物馆等功能于一体，代表
项目为重庆三江影视产业文创园、国营107
厂遗址公园。

此外，还有多点散布在其他区域的工
业遗产点，包括梁平区、武隆区、垫江
县、石柱县等，以机器制造与兵器制造、
冶金及加工、采矿为主。定位为“工业遗
产文化体验点”，主要发展工业遗址公园，
以保护为主。

根据《工作方案》，下一步，重庆将根
据“三类三级”保护利用目录，遵循正面
引导、注重公益、服务公众，以创新的保
护模式和灵活的开发理念，变被动保护为
保护利用，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工业
遗产。

重庆将通过对工业遗址的保护、研
究、展示和利用，“秀”出工业遗产保护新
亮点、管理新体系、博物馆体系新模式、
文化新业态、生活新空间，全面提升保护
利用管理水平。

记者了解到，在此空间规划布局下，
重庆明确了建设的量化目标：建立 140处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名录，设立 14座工业遗
产相关博物馆，建成 8个工业休闲体验街
区和 17座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园，打造 8个
工业遗产公园和 12个工业旅游景区，形成
7条工业遗产精品游线，培育 17个工业遗
产品牌。

关于“三线建设”遗产整体保护和利
用的建议

集聚核心的“五片”打造
针对重庆中心城区工业遗产集聚核

心，工作方案中提到将按照“两带、五
片、多点”的工业遗产格局进行规划，并
定位为“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区”。

记者了解到，集聚核心区的“两带”
即嘉陵江、长江沿线工业遗产集中带，“五
片”涉及大渡口、九龙坡、沙坪坝、江
北、北碚和渝中区等地，“多点”即两江五
片分布的众多工业遗产点。

“五片”将如何打造？
按照工作方案，大渡口重钢工业遗产

集中片区将紧密结合长江文化艺术湾区—
音乐半岛建设，依托重钢为主的多个工业
遗址，发展包括钢铁文化博览、文创产
业、钢铁工业旅游、工业遗址公园、休闲
娱乐商业街等功能。

具体来说，打造“重庆工夫”“中国钢
铁博物馆”“华生园梦幻城堡”等工业遗产
品牌，建设中国钢铁博物馆、火车博物
馆，打造互动体验式主题博物馆群，建设
老重钢工业博览遗址旅游线、白沙沱工业

文化旅游线、工业文创旅游线、食品工业
旅游体验线等四条工业文化旅游线路，重
点推进宝武大学重庆校区、艺度创文创
园、钢花影剧院活化利用等项目。

同时，结合“跳磴石工号子”“泛川派
古琴”“堰兴剪纸”“麦草艺画”“大漆技
艺”“乱针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现
存大渡村、重钢大学生宿舍、钢花影剧院
等钢铁文化资源，加上大渡口火车站等旅
游资源，打造工业遗址陈列、微电视电
影、涂鸦乐园、工业风休闲茶馆等为一的
综合性历史遗址街区。

九龙半岛工业遗产集中片区将紧密结
合长江文化艺术湾区—美术半岛建设，依
托川美和建川博物馆，提升包括美学文
创、创意设计、产业孵化、兵工文化博
览、休闲娱乐体验等功能。

具体来说，积极打造喵儿石创艺特
区、洋炮局 1862文创园、望江军工博物馆
等重点项目，形成生产、旅游、教育、休
闲一体化的工业文化旅游新模式。

北碚沿江河工业遗产集中片区将打造
“文博高地百馆之城”，依托北碚深厚的文
化积淀和文博资源，发展文化博览和工业
文化旅游为主的功能。

具体而言，以东阳天府工业文化为重
点，开发建设以“东阳、天府工业文化遗
产之旅”为主题的“北碚深度游”文化旅
游系列产品；依托卢作孚和孙越崎先生遗
留厂房、办公室等，打造老工业机械博物
馆、百年天府馆、美术馆等。

同时，充分保护和利用辖区北川铁
路、白庙子码头北川铁路绞车梭槽遗址、
天府煤矿办公楼等工业遗产资源，打造以
游客体验为中心的工业旅游项目；依托四
川仪表四厂等资源，打造以生态为基底的
林荫生态景区化停车场及游客中心；依托
北碚玻璃厂等资源，打造玻璃文化创业展
示产业园。

除此之外，在点上还将推进渝中区印
制一厂、贰厂、大溪沟电厂等工业遗址保
护利用，推进中梁山花博园等工旅融合项
目，形成生产、旅游、教育、休闲一体化
的工业文化旅游新模式。同时，针对沙坪
坝区虎溪电机厂、川仪十六厂、重庆探矿
机械厂等工业遗产，结合互联网、大数据
等高科技手段，建设数字文化产业、特色
小镇（街区）、创新创业基地，培育工业设
计、工艺美术、工业创意产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