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旧厂区，能做什么？在象山，由“石
浦第一冷冻厂”旧厂区改造而成的中国海洋
渔文化馆去年 4 月正式开馆。该文化馆不仅
对“石浦第一冷冻厂”输冰桥、输冰塔和储油
罐等大量工业遗存进行了修复保护，基本保
留原有格局和风貌，凸显了满满的工业风，
而且通过再现渔家街区场景，展现丰富的海
洋渔文化，呈现出工业遗存的别样精彩。

不光是象山，在奉化，刚刚在2021年长三
角及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中斩
获优秀公共文化空间案例的奉化博物馆，前身
也是1986年建成的奉化热电厂。

随着时代变迁，奉化热电厂因环保和持

续性经营困难等问题被关停。高大的烟囱和几
幢几何体结构的厂房静立在日新月异发展的
城市中，宛如一块“伤疤”，黯淡无光。虽然破
败，但这里却是块宝地——位于奉化县江西
侧、大成路北侧，是奉化最繁华的黄金区域。

在最好的地块建设民生工程，把最美的
风景让市民共享。2016 年，奉化区投入 8 亿
元对废弃厂房进行全面改造，既保留热电厂
的框架结构，又体现新的文化内涵，满足民
生需求，建立工业遗存的“活化”样本。这
也是奉化有史以来投资额度最高、建筑体量
最大的文化类公建项目。

按照展陈要求，奉化博物馆整体修缮延续

了原有的梁柱等钢构架弧顶建筑，保留了堆煤
场、沉淀池、输煤带、车间、烟囱、冷凝塔等时代
符号，同时增设内部平层、置入红色耐火砖，对
馆舍进行二次设计和改造。

2020 年 6 月 12 日，占地面积 8300 平方米
的奉化博物馆正式投入运营，并迅速蹿红。如
今，在高空垂挂的大煤斗下，创意性设计的观
众休息椅已成了博物馆的网红打卡点。户外长
52米的输煤斜坡带被改造为观景台阶后，也为
观众提供了超强的参观体验。

工业遗产不是城市的历史包袱，当它们用
另一种方式重生，将打开城市广阔的发展空
间。一些老厂房化身文化科技园区，从工业时
代步入信息时代，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一些老厂区融入现代设计观念，变身为适
应现代生活方式的城市景观和公共空间，成为
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一些老工业基地、资
源枯竭型城市积极转型，利用独特的建筑厂
房、设施设备、生产工艺等开发观光项目，实现
了新旧动能的转换。

除了和丰创意广场、奉化博物馆、中国海
洋渔文化馆等场地，宁波一批工业遗存也已在
加紧改造中。2020 年 7 月，甬江时尚东外滩建
设暨渔轮厂项目正式启动，渔轮厂地块迎来从
工业走廊向文化岸线的华丽转身。不久后，这
里将打造以“演艺+”为核心，集旅游、聚会、会
展博览、产业孵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爱珂演
艺广场，成为三江口时尚文旅的新地标。

据介绍，该项目主体厂房内将拥有爱珂大
剧场和星潮小剧场两大特色剧场，为大众提供
多元化、多样性的文化新体验。其中爱珂大剧
场将 365 天呈现宁波城市文化旅游剧目，而星
潮小剧场将被打造成为宁波首个实验性黑匣
子小剧场。

工业遗产焕发新活力

来自宁波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宁波调
查队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全市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 1.72，比全省和杭州
分别低 0.22 和 0.03，比上年缩小 0.02，连续 17
年呈缩小态势。

区 域 发 展 更 趋 协 调 。 2021 年 ， 区 县
（市） 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的
倍差为 1.43，与上年持平，比全省和杭州分
别低 0.18 和 0.49。收入最低地区水平与全市水
平进一步接近，2021 年比值为 78.8%，比 2020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比全省和杭州分别高
9.9 和 26.5 个百分点。

低收入农户收入领先增长。2021 年，全
市低收入农户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 19217 元，
同比增长 15.2%，高于全省 0.4 个百分点，增
幅也高于全市农村居民收入 5.5 个百分点。

社会民生不断改善。财政民生支出保障
有力，去年全市交通运输、住房保障、卫生
健康支出分别增长 65.8%、42.4%和 12.2%；城
镇登记失业率 2.31%，保持较低水平；中心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5.8%，同比提高
2.9 个 百 分 点 ； PM2.5 浓 度 为 21 微 克/立 方
米，下降 2 微克/立方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 17 年缩小，这为
宁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夯实了
物质基础，下一步我市仍要突出相对薄弱地
区、农业农村、困难群体等重点，在高质量
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市统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俞永均）

宁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连续17年缩小

近年来，国家对工业遗产的关注度越来
越高。2020年 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开
发银行联合印发了《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顶层设计
和分级分类管理，形成能够彰显发展历程和
文化特色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同时加
强政策协同，强化部门合作，形成工作合力。

去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推进工
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将工业文化建设作为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明确要完善
工业文化发展体系，强化承载重要文化的工业
遗产的保护利用，弘扬中国工业精神，促进文
化与产业的融合发展，丰富中国制造的文化内
涵，培育工业文化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增强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让工业遗产焕发新活力，首先要正视工
业旧址的价值。”和丰创意广场相关负责人
说，随着国家工业遗产花落和丰，一幅关于宁
波工业新地标的规划蓝图也正徐徐展开。按
照计划，市工投集团、和丰创意广场将立足宁
波首个国家工业遗产资源，计划在老厂房、珍
珠贝分别展示宁波工业历史和底蕴以及宁波
智能制造的新成果，通过数字化的展陈手段，
打造展示宁波工业文化内核以及智能制造新
形象的工业地标。

“不光是和丰创意广场，在我看来，宁波工
业遗存的保护和开发中，应积极挖掘单个遗产
项目的文化背景与当下产业发展的连接性，
避免一枝独秀。”朱友君说，工业遗产的内容
丰富多元，对其保护利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
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先行先试，依托地域特

征摸索出可供借鉴的不同样本。江西景德镇
改造利用原国有陶瓷厂，打造陶溪川文创街
区，吸引了近 1.5 万名中外创客来此创新创
业；设立在青岛啤酒百年老厂房内的啤酒博
物馆，浓缩展示了青岛啤酒的百年历程及工
艺流程，一举成为体验式旅游精品线路⋯⋯
可见，剥离废厂房、旧机器的生产属性后，只
要能精准展现其文化特色，工业遗产的价值
便能充分释放。

“让工业遗产焕发新活力并不容易，要妥
善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这往往考验改
造者的创新思维与保护智慧，要注重设计规
划，在整体性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创意性展示
和产业化提升，实现从‘工业锈带’到‘城市秀
带’的转型升级，为工业遗产注入生机活力。”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与此同时，对宁波工
业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需因地制宜，完善自我

“造血”机制和跨界联动机制；注重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应用，打造沉浸式工业遗产场景，发
挥其在城市更新中的独特作用，形成当地城
市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加快转型让“旧址”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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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锈带”到“城市秀带”

工业遗产打开宁波城市发展新空间

穿过洋溢着上世纪
工业化气息的小洋楼，
来到宁波和丰创意广场
的珍珠贝看一出时装展
览，再在和丰纱厂老厂
房改造的宁波工业设计
博物馆内领略工业设计
的神奇魔力，最后坐在
江边的咖啡馆回味这一
段短暂的旅程……

当1905年成立的和
丰纱厂完成向和丰创意
广场的身份转变，这里
不仅成了宁波时尚的网
红打卡地以及市民休闲
娱乐的重要场所，而且
已集聚荷兰、意大利、
西班牙、德国以及国内
知名工业设计及文创配
套机构 120 余家，拥有
创 意 设 计 人 才 3000 余
人。承载着历史记忆和
文化积淀的工业遗产被
唤醒，再度“活”了起
来。在去年工信部公布
的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
名单中，和丰纱厂项目
成功入围，成为我市首
个国家工业遗产。

老厂房、老设备、
旧产品、旧车间，这些
曾承续工业文明、书写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工 业 遗
产，承载着行业和城市
的 历 史 记 忆 和 文 化 积
淀。在宁波，类似和丰
纱厂的工业遗存仍有不
少，如何让工业遗产甩
掉“城市历史包袱”的
帽子，用另一种方式重
生 ， 实 现 从 “ 工 业 锈
带”到“城市秀带”的
蝶变将是宁波城市发展
的重要命题。

记者 殷聪

2021 年，宁波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财政收入和企业效益均保持稳定较快增长。
来自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市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超过成都，居全国城市第 10
位；税收收入占比达到 85.2%，同比提高 2 个
百分点，反映出财政收入含金量高。

去年一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 3264.4
亿元，同比增长 15.1%，两年平均增长 8.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3.1 亿元，增长
14.1%，两年平均增长 8.3%。在地方税收中，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
11.5%、31.8%和 26.5%，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3.5%、15.4%和 18.3%。

企业效益稳步提升。2021 年，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724.1 亿元，同
比增长 10.2%，两年平均增长 13.9%；实现利
税总额 2563.8 亿元，增长 9.4%，两年平均增
长 10.4%。企业亏损面比上年同期降低 1.7 个
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达 7.6%，比全省高
0.7 个百分点，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8.25 元，比全省少 1.46 元。去年 1 月至 11 月，
规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22.7%，比全省
高 29.9 个百分点。 （俞永均）

去年规上工业企业
利税总额超2500亿元

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通过的《下
塔吉尔宪章》界定：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历史
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
的工业文化遗存。虽说是严谨的理论定义，但
透过抽象概念，却分明看到了人类历史上那恢
宏悠久、饱经沧桑的“工业文化遗产”的画卷。

德国鲁尔工业区，充分利用大量废弃的工
矿、旧设备和工业空置建筑，进行工业文化遗产
与旅游开发，改造建设成露天博物馆、艺术表演
场地、大型景观公园和音乐厅等一道道亮丽的
文化风景线，实现了由没落的旧工业区向现代
文化都市成功转型，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

美国曼哈顿的苏荷，经济大萧条后工厂搬
迁，闲置了大量厂房和仓库，但一批艺术家却将
工业厂房和仓库内部稍加整理后，用作艺术创
作、作品展示和交流聚会的场所。

著名的法国奥赛博物馆，也是利用当年为

举办1900年国际博览会而建的奥赛火车站改建
而成，被列为“国家级纪念建筑”。

近年来，“二产变三产，黑色变彩色”，
“工业锈带”变成“城市秀带”，已成为不少
国内城市的发展潮流。南京江宁开山采石的
宕口和水泥厂旧址通过打造自然景观，长出
美丽“花朵”；北京首钢，昔日储存矿料的西十
筒仓成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
委会的所在地；建筑内部打造办公场地、创
意集市、运动场馆等，河南郑州中心城区西
部的老工业基地变得新潮和时尚⋯⋯工业遗
产“华丽转身”，成为城市新景观、休闲新地
标、创意新高地。

“事实上，工业遗产印刻着城市产业发展的
文化脉络。宁波同样具有将工业遗产打造为城
市风景线和城市优化、更新的前置条件。”宁波
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朱友君告诉记

者，据不完全统计，宁波现存工业遗产 80 余
处，种类涵盖了多个行业。

其中，宁波甬江南岸的工业遗产走廊，以面
粉厂为龙头，自甬江大桥向北分别还有纺织器
材厂、物资回收公司、渔轮修造厂、明江造船厂、
有机化工厂、东海化工厂、宁波硫酸厂、宁波
热电厂、宁波农药厂等十余家工厂，目前部分
工厂已在拆迁，部分厂房的结构和外形良好。

甬江北岸是宁波市区内工业遗产最为集中
的区域。范围从大庆北路以南的庆丰桥至大庆
北路61弄一带，约1平方公里。产业类型以货
场仓库和水产加工企业为主，多数厂区空间结
构较完整。主要包括宁波北站货场、宁波食品
冷冻总厂、宁波水产加工有限公司等6家工厂。

此外，北仑的梅山盐场、原余姚通用机器厂
（现文山创意园）、宁海的力洋酒厂、象山的鹤浦
潮汐电站等均是当地知名的工业遗产。

在朱友君看来，工业遗产既是城市文化遗
产的独特风貌之一，也是体现近现代以来宁波
工业发展内涵的重要组成。如何有效激活工业
遗产是宁波亟须解决的问题。

工业遗产是风景也是财富

和丰创意广场已成为我市工业设计发展的核心区和丰创意广场已成为我市工业设计发展的核心区。。

数据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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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的梅山盐场，已蜕变为旅游胜地。（被采访单位供图）

■■2

■■3

近日，商务部公布了 2021 年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 综合发
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笔者在商务部官网看
到，综合排名前三的经开区分别是苏州工业园
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 ， 宁 波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进 入 综 合 排 名 前
30 名，居第 25 位。

此次商务部对 217 家国家级经开区 2020 年
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结果显
示，国家级经开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积极推进创新提升，较好发挥稳外贸稳外
资的“主阵地”作用，总体发展态势稳中向
好。2020 年，217 家国家级经开区的地区生产
总值 11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进
出口总额 7 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
21.7%；实际使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
5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

科技创新稳步发展。2020 年，217 家国家
级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支出占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重
为 1.4%，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截至 2020
年末，217 家国家级经开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4.1 万家，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560
家，拥有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8600 家，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108 件，较 2019 年末均
有明显上升。

商务部还公布了国家级经开区利用外资
前 10 名和对外贸易前 10 名。浙江有 3 家经开
区入围利用外资前十，分别是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 （第 7 名）、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 8
名）、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 9 名）。对
外贸易前 10 名中，浙江仅有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上榜，排名第 10 名。

（俞永均）

国家级经开区考核结果出炉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排名第25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