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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 25日，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入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创建名单，两年多来，杨浦紧盯目标，科
学实施区域文物资源、工业遗产集中连片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力争
示范区创建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

全方面摸底，推动城市文脉有序传承

开展文物资源认定。以工业遗产和革命遗址为重点，挖掘杨浦区内
历史资源，通过梳理、甄别、评估，将毛麻仓库、明华糖仓、三新纱厂等
一批工业遗产纳入文物保护范畴。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陈望道
旧居等8处被列入上海市革命文物名录。电通公司遗址、恽代英烈士被
捕处、留法勤工俭学出发地3处红色革命遗址、旧址完成立碑、挂牌。

推进基础理论研究。借力高校专家团队和学科优势，开展“工业
遗产基础信息”和“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案例”两项专业研究，对示范
区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以及工人生活配套设施进行摸
底、甄别、分析，提炼文物保护活化利用的创新理念和经验方法，为创
建工作不断提供学术滋养和支撑。

全要素保护，聚焦工业遗产价值内涵

落实整体保护。重点加大对超大型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针对
仍在正常生产运作的杨树浦水厂，分步推进深度处理改造建设工程，
确保在保护文物安全以及风貌的前提下有序实施工程建设；针对停
产待转型的杨树浦发电厂，创新实践“保护图则”模式，对厂区内建
筑、空间、生产设施设备等逐一进行全景解析、记录、甄别和评估，提
出保护、保留基本原则和要求，积极探索精准保护利用新模式。

唤醒工业记忆。深化“口述历史”项目，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黄
宝妹以及杨树浦水厂、杨树浦电厂、上海自行车厂的老干部和老职工代
表以及直接参与滨江开发、规划的资深专家学者代表参与“杨浦百年·工
业印迹”系列专题片拍摄，弘扬工业文化、传承工匠精神。

全方位赋能，焕发历史建筑全新活力

筑就精神高地。黄浦码头旧址创设“初心启航”展厅、浮雕墙，弘
扬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沪东工人运动展示馆
展现了杨浦百年红色工运波澜壮阔的历史。国歌展示馆获评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沪江大学刘湛恩烈士故居辟建红色文化主题
馆，祥泰木行转变为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这些场馆均被命名为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利用电站辅机厂、浚浦局职员俱乐部旧址
等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建成9处党群服务驿站，不断拓展红色文化
阵地，唱响时代主旋律。

叠加功能转型。市、区聚力推进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和文物保护
项目落户示范区核心区域；加快永安栈房旧址西楼的世界技能博物
馆建设；原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第一茶厂厂房改建为周虎臣曹素功
国家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市东中学缉椝教学楼原貌修缮，打造具有
综合功能的吕型伟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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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街坊；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等转型为长阳创谷、智慧坊等园区，集聚一批高
成长企业和创新孵化机构。

激活时尚艺术元素，依托国棉十七厂锯齿型厂房建设以服装、时
尚为主题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毛麻仓库、明华糖仓等工业遗产修缮
后承办多项省部级艺术展览、知名品牌时尚活动，赋彩工业遗产，成
就艺术空间。

全周期管理，探索活化利用创新政策

加强顶层规划。将示范区建设和文物保护利用要求纳入杨浦区
“十四五”发展规划，完成滨江南段城市设计方案，深化完善中北段滨江
控详规划方案。

探索创新政策。梳理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
痛点，探索关于工业遗产科学保护、活化利用、空间赋能、健全机制等措施。

开发数字平台。加快文物数字管理平台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做
好多元数据信息归集，开发文物保护“一档、三应用”功能。

抢救工业档案。加强不可移动文物及工业遗产档案的保护与传
承，完成杨树浦煤气厂、英商怡和啤酒厂等重要工业遗产档案资料抢
救性保护和数字化归集。

筑牢安全底线。构建消防安全联合督查、属地街道定期检查、网
格化巡查队每日巡视，以及专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体检式”排查四
级检查模式落实文物安全，实施老旧住宅型文物建筑安装故障电弧
探测装置的常态化管理，坚决守护文物安全生命线。

全民性创建，激活城市更新内生动力

搭建“大智慧”平台，发挥示范区建设顾问委员会专业指导作用，
围绕文物建筑修缮、工业遗产利用、滨江风貌打造等邀请顾问专家参
与论证咨询，推进智力资源与创建工作深度融合。

推动“大口径”宣传，围绕滨江南段5.5公里连续不间断的工业遗
存博览带策划推广城市微旅行线路，开展文创设计大赛、全民随手拍
等活动，带动更多人群关注文物和工业遗产的多重价值；立足滨水开放
空间，举办市民文化节、睦邻文化节、秀岸生活节、滨江人人市集等精彩
活动，引进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等重大赛事活动，开设

“人民·秀带”直播间、推出“看见杨浦”系列短视频，让更多人走入后
工业时代的新图景。

增强“大协同”推进，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滨江治理联合会等平
台，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示范区创建的意见建议；成立讲述杨浦滨江文
物故事、弘扬红色文化的志愿服务队伍，逐步打开文物保护利用与监督
的“全民时代”，共同营造敬畏历史、敬畏文化、珍爱文物、传承文明的
浓厚社会氛围。

及时整改问题，确保示范区创建落地见效

今年，国家文物局将对示范区创建工作进行评估认定，杨浦区将
完成各项创建任务情况调查，整理归拢工作台账，对创建过程存在的
问题及时整改，有效做好迎检准备，确保示范区创建落地见效。

锚定目标，推进一批示范性项目落地见效。集中成片做好杨树浦发电
厂、上海锅炉厂旧址（电站辅机厂西厂）等工业遗产修缮利用，持续推进长
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世界技能博物馆等重要场馆建设。上海市文物局支
持指导上海理工大学申报国家文物局文物修缮补助支持，市区聚力共同推
进沪江大学国保单位修缮项目。以一批示范性项目为引领，着力推进文物
本体高水平保护，打造地标性项目，呈现更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内容。

突破壁垒，加快一套创新性政策落地运行。不断深化完善《关于
推动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的若干举措
（暂定名）》《杨浦滨江南段工业遗产及相关资产保护利用管理办法
（试行）》等政策内容和实施，探索研究城市有机更新与文物保护利用的
关系，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政策性保障和标准化进程。

深度挖掘，促进一系列专业研究初显成效。聚焦工业遗产的历史
文化信息价值内涵以及工艺流程、工业生产的自身逻辑，持续更新完
善“工业遗产基础信息研究集”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案例研究
集”。在部分中学试点开设市政教育、文创项目孵化等特色课程，探索

“文物保护进课堂”项目。与同济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毕业作品设计，
为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引入新思潮。

共建共享，带动一批市场化主体赋能融入。通过政府搭台、市场
创新的机制，对工业遗产进行合理活化利用，推进文化、商业、娱乐、
办公等多元赋能，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借力哔哩哔哩、字节跳动等
企业优势力量，为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引来“源头活水”，赋能老建筑与
新产业相生相长。

多元展示，推出一系列示范区创建宣传成果。关注工业技术史、
产业史、城市发展史、工人运动史等，多角度进行工业遗产宣传推广。
推广发布“杨浦百年·工业印迹”口述历史12集专题片，筹办创建成果
专题展览以及主题论坛；利用各节庆活动，持续做深做活“建筑可阅
读”“海派城市考古”“百BU穿YANG”等文旅品牌，努力讲好文物故
事、彰显城市精神，呈现立体化、宽领域、全景式的创建格局。

自 2014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王朝伦巴根主动
申请到刑侦岗位工作，负责打击电信诈骗、打击拐
卖妇女儿童、打击文物犯罪等重要工作。在 8年的
刑侦工作中，他敢于担当，勇于奋斗，无畏牺牲，
始终奋战在打击违法犯罪的第一线。他先后组织侦
办30余起文物案件，抓获文物案件犯罪嫌疑人90余
人，缴获涉案文物1.2万余件。

敢于担当勇挑重担
一次性缴获文物万余件

2022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发生一
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文物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
普通的小案，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长期盘踞在通辽地区
的文物犯罪团伙。

案发后，王朝伦巴根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
在对案情做了全面了解后，他做出了不一样的判定
——这绝非一件普通的文物盗窃案，并当即向通辽
市公安局分管领导作了汇报。他认为，此案很可能
牵涉到盗掘、倒卖、销赃等系列违法犯罪。“文物犯
罪无小案”。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在对案件做了进一
步研判分析后，迅速成立了以王朝伦巴根为核心的
工作专班，对案件展开全面深挖彻查。上追盗挖盗
掘，下查倒买倒卖，深挖幕后金主。

经过4个多月侦查，在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的共
同努力下，成功破获7起盗掘古墓葬、盗掘古文化遗
址、盗窃文物案件，其中破获一起8年前的盗掘古文
化遗址隐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其中抓获2014
年开鲁县东凤镇盗墓案逃犯康某，共计缴获文物
11755件，这也是通辽公安史上一次性缴获文物最多
的案件。

在长期的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实践中，王朝伦巴
根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具有该地区特点的机制战法，
推动建立了通辽市打击文物犯罪联动机制，制定了
文物部门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的长效工作机制，出
台了公安机关内部技网情报等多部门联合方案，培
养了一批可靠且素质过硬的社会面情报特情，编织
了一张有力的特情网络。为了进一步提升打击文物
犯罪工作能力水平，他积极参加公安部和自治区公
安厅组织举办的所有相关业务培训，经常主动向河

南、陕西、山东等地业务能力突出的同行战友请教
学习，还经常与本地文物部门的领导沟通探讨，建
立起良好的长期协作关系，为打击文物犯罪工作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专于攻坚疑难大案
成功打掉多个跨省重大作案团伙

2021年 4月，通辽市库伦旗前勿力布格村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代古墓群被盗掘，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然而，案侦工作异常艰难复杂。王朝
伦巴根勇于挑重担，敢于扛重责，主动请战侦办案
件。经过近半年的线索搜集和大量走访排查，以及
无数个日夜的鏖战，于2021年12月成功打掉一个跨
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盗墓团伙，抓获嫌疑人 9
名，起获 200余件盗掘文物，嫌疑人交代出多起盗
墓案件。

然而，这一切的突破却都与前勿力布格村辽墓
群被盗掘案件无关。当专案组一度陷入僵局、无法
突破时，王朝伦巴根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文物
犯罪嫌疑人的了解，当即向专案组提议进一步加大
审讯力度。他和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重新梳理思路，
精心确定审讯方案，犯罪嫌疑人常某最终交代了作
案的全部过程。随后，专案组顺着常某交代的重要
线索精准研判，分别在库伦旗和辽宁省某县将宋
某、姜某臣、姜某彪抓获，同时派出多路抓捕民警
前往江西省、湖南省等地展开抓捕。2022 年 6 月，
随着最后一名主犯被擒，“416 特大盗掘古墓葬案”
终于尘埃落定。历时430个昼夜，跨越5省5市，辗
转近 3万公里，破获盗掘、销赃、倒卖文物案件 11
起，打掉犯罪团伙 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5人，缴
获涉案文物123件。

精于新形势犯罪打击
坚决守牢文物保护安全底线

近年来，文物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打击文物犯
罪工作也面临着新挑战。王朝伦巴根始终锐意进
取、矢志不渝，持续发扬“雷厉风行、无私无畏、
英勇善战、公正廉明”的刑侦作风，守牢文物保护
安全防线。

打击文物犯罪工作道阻且长，但王朝伦巴根从
未停下过奋斗的脚步。2020年 6月，刑侦支队接到
自治区文物局转发的由公安厅刑侦总队下发给通辽
刑侦的一条案件线索，称通辽市扎鲁特旗辖区古墓
葬被盗掘。王朝伦巴根与同事立即前往开展工作，
第一时间联络市、旗两级文物部门确定被盗墓葬具
体位置和年代级别。两级刑侦部门组成专班开展工
作，初步调查发现被盗墓葬为四座辽代墓葬。经过
两个多月的摸排走访、昼夜奋战，2020年 9月，专
案组将 7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经深挖扩线，又
带破一起辖区被盗古墓案，成功打掉两个盗墓团伙。

甘于倾注全部心血
执着守护热爱的文物保护事业

“保护文化遗产，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王
朝伦巴根始终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求真务实，无畏牺牲、敢于担当、甘于奉献，为其
热爱的文物事业甘于奉献浇筑热血。

2021年9月，王朝伦巴根根据情报，研判出一个
倒卖文物团伙的行动轨迹，随即联系科尔沁分局刑警
大队组成抓捕组，一举将倒卖文物的包某抓捕归案，
缴获涉案文物17件，经审讯发现还有一个盗掘古墓
葬团伙正在通辽市扎鲁特旗进行盗掘。战机稍纵即
逝。王朝伦巴根只身前往抓捕。在扎鲁特旗公安局
的协助下，一举抓获5名盗墓团伙。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王朝伦巴根的如磐坚守与默
默付出。数次案件的侦破凝聚了他为保护文物付出的
心血与汗水。在他的努力推动下，通辽市打击各类文
物犯罪得到了有效遏制，呈现出良好的工作态势，为
建设平安通辽，守护祖国亮丽北疆作出贡献。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创新无处不在，创新无时不在。近日，广州博物馆推出
的“守正 创新——文物里的广州智慧”展，体现了广
州文博人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思考。展览分为“体制
机制”“材料技术”“思想教育”三个部分，重点展示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超越，在地方、国家和世
界的维度积极贡献广州智慧，推动文明进步的代表性
人物、文物、事件，凸显广州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
独特地位和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早在 2000 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兵南
下，将岭南大地正式纳入秦的版图，加快了这一地区
文明发展进程。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继续推
行秦的政治经济政策。在民族杂处的历史背景下，赵
佗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通过让越人参与管
理政权、鼓励汉越通婚、尊重越人习俗、引导改变越
人好相攻击之习性、因地制宜以越人自治、妥善处理
与邻邦关系等举措，稳定岭南大局，引入中原先进的
制度、文字、技术，为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展览展出汉代云纹瓦当、“长秋居室”
席纹陶瓮等近20件具有汉、越、秦、楚、巴蜀以及北
方草原民族文化元素的广州考古出土文物，它们正是
2000多年前“和辑百越”民族政策的有力物证。这
一政策得到汉高祖高度认可，也使岭南地区出现汉
越融合、美美与共的社会局面，迎来了第一次跨越
式大发展。文帝初年，汉文帝专门致信赵佗，“服岭
以南，王自治之”，开启了中国边疆自治的先河。

广州自古以来是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港口，1000
多年前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回溯2000多年
的建城史，处在大陆与海洋交汇点的广州是古代中国
海贸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是市舶贸易制度先行先
试之地：唐朝政府在广州首设主持市舶事务的常设性
职官市舶使，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广州首设市舶
司，元丰三年 （1080） 修定并推行《广州市舶条》，
设官、置司和立法的开创性举措均在这里最早实施，
切实可行后再推广至沿海诸路。康熙二十四年
（1685）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随后在对外贸易中
设置官商制度，即由官方指定十三行商人充当对外贸
易的经纪，总揽对外贸易，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并
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1757年至1842
年，指定广州对欧美航海国家“一口通商”。上述一系列
由国家主导的海贸体制机制创新，使广州成为2000年
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唐代长沙窑青釉执壶、北宋西村
窑凤首壶、明龙泉窑青釉刻花大瓷盘、明万历青花花鸟
纹碟、19世纪《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玻璃画等中国外销
代表文物，见证了广州成为中国与世界商品贸易和
文化交流重要枢纽的辉煌历史。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守正不守旧，尊古
不复古，面对新挑战、新事物，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体
制机制创新，谋求突破与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
中“变则通”的创新思想。

新材料新技术融合，开创美好生活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发
明，不仅推动了古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改变了人民生活，
更带动了世界变革。先民们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在日常
生活中善于思考与发明创造，涌现出诸多智慧成果。

如 1956年广州大元岗出土的东汉陶灶，这一多
眼灶利用上方煮食产生的热能温热两侧水缸的水，
体现岭南人在煮食过程中环保节能的创新。1988年
广州市新大新公司出土的西汉大阶砖堪称一绝，早
在 2000多年前，广州人就用它来铺设房屋地面，除
防潮防湿外，陶砖还有优良的透气性、透水性、耐
腐蚀性，且具有良好的抗冻融能力。在世界玻璃制
造史上，西方和中国的玻璃器均长期停留在立体器
上，大面积平板玻璃直到 17世纪欧洲铅玻璃制造技
术和革新熔化技术被发明后才逐渐大规模生产。至
18世纪，大块彩色平板玻璃才由欧洲输入中国，当
时是皇室贵族才能见到的奢侈品，甚少被用作建筑
构件。广州在口岸贸易过程中成为中外玻璃生产和
贸易集散地，工匠们一方面将进口玻璃镶嵌在传统
门窗上，更学习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创新研发出独
具地域特色的岭南建筑构件广式彩色玻璃窗，使人
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清代广州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应海外市场需要
灵活变通，吸收融合新材料新技术，生产出行销四海
的广式工艺精品。展览展出18世纪至19世纪通草画、
玻璃画、象牙细密画、石湾陶、广州彩瓷、画珐琅、透明
珐琅以及材质多样的精湛广雕，见证了200多年前广州
工匠面对全球化贸易浪潮，继承传统、创新求变，展现
了中国制造的创造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历史长河中，岭南地区涌现了“岭南医祖”“铁
路之父”“飞机之父”“相机之父”等科技英才，在其所
处时代引领国人前进的步伐。如最早发现青蒿抗疟功
效的道教理论家、医药学家葛洪，数学力学光学天文
地理无所不通的中国近代科学先驱邹伯奇，主持修建
我国自主设计建设首条铁路的詹天佑，让中国人设计
制造的首架飞机成功腾飞的冯如，自行研制中国首架
水上飞机的谭根等，他们孜孜以求的科学求索精神和
引领时代的发明创造，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更激
励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奋勇前进。

思想与教育创新，涵养人文特质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还体现在思想与教育
创新，有力推动了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民族融合、中外交
流贯穿始终，思想碰撞出闪光的火花，诸子百家、唐诗
宋词、四库全书、四大名著等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
绚丽的篇章。由宋至清，岭南地区涌现出许多思辨开
拓、影响全国的学术流派和思想理论，如崔与之与“菊
坡学派”、陈献章与“白沙学派”、湛若水与“甘泉学派”、
朱次琦与“九江学派”、陈澧与“东塾学派”、康梁师徒与
万木草堂等，体现出思想创新的旺盛生命力。

明代以来广州书院林立，数量居全国前三。清代
地方名儒和督粤重臣更以超前的办学理念，推动岭南
书院在办学理念、教学转型上领风气之先，如学海堂、
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倡导因材施教、讲求实学、自
由研究的学风，使广州成为岭南的教育和学术中心。
展览中的道光三十年（1850）学海堂夏课题、清代菊坡
精舍新设经费章程及课卷、张之洞手札、梁鼎芬与广
雅书院学子十七人合影原件等，让观众感悟 200多年
前教育家们对人才的重视与珍惜，更希望莘莘学子

“砥砺名节，关心时务，吸收新知，并使他们能出仕则
为国家栋梁，为民则成为社会中坚”。至今广州留存的
200 多处学宫、书院、书室、书社、家塾等古代教育场
所，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文脉书香和求索
创新的精神传统，也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珍贵的文化
遗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体现在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思想的不断创新发展，体现在创新求变、开
拓进取的生活智慧，更体现在百家争鸣、灿烂辉煌的
文化硕果。知古鉴今，从文物中感知古代智慧，从历史
中探寻、把握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用文物
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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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对文物犯罪穷追猛打
守牢文物保护安全防线

解码文物里的古代智慧
“守正 创新——文物里的广州智慧”展解读

曾玲玲 宋哲文

①

①唐代长沙窑执壶
②明代龙泉窑青釉刻花大瓷盘
③海棠莲花格心套红荔枝木纹玻
璃窗（荔枝画心）
④《甘泉文集》湛若水著
⑤朱次琦墨迹

②

③ ④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