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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石市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工矿城市，保留了大量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美学、环境

和教育价值的工业遗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黄石市实际，对黄石工业遗产资源的现状进行系统梳理，查找

其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挖掘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及物质基础，探讨工业遗产再利用过程中融入文化产业发展

的模式：工业遗产公园模式、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模式、产业观光工厂模式、工业博物馆模式，以促进工业遗产的

保护，传承工业文明，弘扬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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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矿冶文化、文化旅游等艺术节庆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亮点。各资源型城市已经从挖掘地下有形

资源，转型为开发精神层面的无形资源。有些城市斥巨资举办文艺晚会、邀请大牌明星，来获取轰动效应；有些投资建设文化

产业基础设施，为文化产业提档升级提供物质基础。黄石市不仅举办过两届矿冶文化节，也于近三年连续在大冶茗山乡、阳新

和大冶湖新区举办过园博园、乡村园博、矿博园活动，但结果却收效甚微，造成大量资源闲置与浪费。黄石市今年已经制定出

台了《黄石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条例》，在这种背景下，黄石市要充分挖掘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开辟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产

业之旅。 

一、黄石工业遗产的保存与利用状况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下塔吉尔宪章》中对工业遗产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阐释。但本文所指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历史、科

技、文化、艺术、社会等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工业遗产包括物质工业遗产和非物质工业遗产。物质工业遗产包括厂房、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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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仓库、办公用房、码头桥梁道路等运输基础设施、居住教育休闲等附属生活服务设施以及其他构筑物等不可移动的物质

工业遗存，还包括机器设备、生产工具、工业产品、办公用品、生活用品、历史档案、商标徽章以及文献、手稿、影音资料、

图书资料等可移动的物质工业遗存。非物质工业遗产包括生产工艺流程、手工技能、原料配方、商号、经营管理、企业文化等

工业文化形态。 

黄石地区的工业遗产，既包括古代矿冶遗址，也包括近现代工业遗址。目前已在铁山———下陆、金牛———大箕铺、富

池等三个区带，发现古代矿冶工业遗址100多处，而且多为古铜矿遗址，时间久远，历史价值高。见表1。 

 

 

地方文化是一个地方物质生活条件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地方生活、生产方式的凝结。黄石市不仅是“青铜古都”，也是

近现代“钢铁摇篮”、“水泥之乡”。100多年前，清朝慈禧太后御批在黄石地区创立了远东第一个出口水泥公司。历经百年，

华新水泥已成为黄石的名片和中国名牌。19世纪80年代，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黄石创办了大冶铁矿和大冶铁厂(即后来的大冶钢

厂)，随后与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合并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从此揭开了中

国近代冶金工业的新篇。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大冶铁矿，这是他生平视察过的唯一一座铁矿山。2004年，在困境中

蹒跚的冶钢集团经过重组，成立了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完成了“工业巨人”的华丽转身。黄石以工业立市，可供开发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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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的企业较多，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企业。从硬件方面看，这些企业具有能够成为旅游吸引物的工业活力，并且大多

有充足的参观游览空间，具备一定的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从软件方面看，都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创

造了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的高层管理者重视开发工业旅游，对工业旅游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就为工业旅游活动的开展提

供了保证。见表2、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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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黄石工业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优势 

从以上表1-5可知，黄石市利用工业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优势有： 

1.悠久的矿冶历史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文脉。黄石自古就是工业重镇，早在公元前13世纪商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这里采矿

炼铜，现存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研究，这里的冶炼技术是当时世界领先，

铜绿山也是迄今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铜矿遗址。它的发现和挖掘充分印证了黄石是华夏青铜矿冶文化的发祥

地。武钢大冶铁矿，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开采历史，从“孙策筑炉，岳飞锻铁”到张之洞洋务建厂，盛宣怀创办汉冶萍公司，

再到现代的大冶铁矿深部开采，大冶铁矿已成为我国矿冶文明一部鲜活的“史书”。3000多年绵绵不灭的炉火，铸造了黄石人

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成为历史悠久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的历史文化奠定了黄石发展工业旅游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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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的工业旅游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 

(1)工业遗址：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摇篮”的华新公司，1907年由慈禧太后亲笔御批兴建。经过百年的生产和发展为新中

国建设贡献了大量优质水泥，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远东第一”。目前，华新水泥在市区的厂区已停工，留下了一批具有历史

痕迹的厂房、机器、高炉，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类似的还有冶钢高炉遗址、袁仓煤矿旧址、大冶铁

矿露采遗迹等。如果将这些工业遗址进行整合开发，形成特色鲜明的工业旅游产品推向市场，定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2)知名企业：有劲牌酒业、美尔雅西服、美岛女装等。它们都是依托自己的品牌战略，已在市场拥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具

有特色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这些企业先天条件好，只需要进一步配套完善旅游服务接待设施，就可以直接对外接待游客。 

(3)特种企业：有新冶钢、大冶有色等。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不被公众所了解。新冶钢的“神州号”载

人飞船特种钢生产厂房和生产线、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黄金采炼的全过程，如果能整合成工业旅游产品，无疑会对游客形成很强

的吸引力。 

(4)传统工艺。本地区独门产品和独有工艺，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阳新布贴、大冶铁烙画等。虽然目前规模较小，尚不

足以构成吸纳游客的规模效应。但如果能迎合市场的需求，与旅游发展形成互动，如能在旅游区设点布局，也会获得预想不到

的成果。 

(5)工业名人。近代黄石，中国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工业名人汇集，大量人才从黄石走向全国。张之洞、盛宣怀、王

涛等社会关注度高，毛泽东主席视察黄石工矿企业，六座大型的毛主席塑像，现已成为黄石工业遗产的一大景观。湖广总督张

之洞、著名实业家盛宣怀、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中国第一位水泥总工程师王涛、我国钢铁冶金界的先驱———著名钢铁专家

李维格、著名矿冶专家王宠佑、中国第一位钢铁冶金工程师吴健、中国著名煤炭矿业专家王季良、中国著名电力专家黄文治等

都成为黄石市人文文化遗产。 

此外，以IT产业为代表的信息化高新产业也都具有开发成工业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前景，在我市也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光电子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已初具规模，也为发展工业旅游提供了新

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方向。 

3.良好的旅游发展态势是发展工业旅游的助推器。目前，黄石市旅游业正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全市上下对旅游业的发展倍

加关注，激发了旅游行业的创业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今年启动的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工作又为黄石旅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这些都为工业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氛围和环境。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一次性通过国家旅游局专家组的验收，成为第三批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弥补了湖北工业旅游的不足，成为我市旅游业新的卖点和热点。在“黄石一日游”精品线路中也出现了

新冶钢、美岛女装等企业积极参与的身影。 

三、工业遗产再利用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既要保护历史文化，又要发展文化产业；既要不影响城市整体结构的平衡，又要实现效益最大化，使

其在城市建设、生态修复、产业更新、文化更新和社会更新方面得到充分利用，既保持历史脉络和城市文化特色，提升城市品

位，又融入城市的再利用。工业遗产功能转换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1.工业遗产公园模式 

黄石市最大的优势和最多的资源就是工业品，这些城市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工业发展氛围，也有很多工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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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厂遗址。在自然资源无法继续支撑城市工业发展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工厂遗址进行改造，将其打造成工业遗产公园。在

公园内陈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品，利用现代化处理方式将其打造成艺术品，还可以在这些工厂遗址上安置一些游乐设施。

比如厦门的铁路公园，就是利用铁路遗址开发而成的公园。虽然厦门不是资源型城市，但是其工业遗迹的发展被开发成了很好

的文化项目，值得借鉴和参考。这些公园供本地人休闲娱乐，供外地游客浏览参观，同样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二次利用，实现

了其真正的价值。对于大型、特大型工业遗产，可以设立工业遗产公园，将旧的工业建筑群保存于新的环境中，达到整体保护

的目的。例如，华新水泥工业遗址，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建设成为华新旧址公园，或者博古文化园，将自然景观、废弃矿坑

与历史文化结合。 

2.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模式 

在工业遗产区的更新中，黄石市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新的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比如动漫动画、影视娱乐等。资源型城市如果想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借鉴浙江象山影视基地、横店影视基地等发展模式，

打造自己的文化产业基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文化产业主体，确定文化产业开发方向，根据这个方向

制定相关的政策，培养吸收和引进优秀的专业人才。这种模式是在工业建筑的旧空间中加入丰富的工作空间、生活空间，注重

工业元素符号，体现工业外露美学的特点。例如，黄石市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建筑元素浓郁，具有特有

的历史底蕴、想象空间和文化内涵，比较适宜于这种模式。 

3.产业观光工厂模式(工业旅游模式) 

有的资源型城市并不存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没有发生过比较著名的历史事件，无法有效的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实现城市产

业转型，那就可以尝试发展特色工业旅游业，对原始工厂进行整改，改善工厂内部环境，加大工厂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修，

增加旅游配套设施，如在工厂内部陈列代表性的工业品，整理历史资料将其制造成影视进行播放，对工厂发展和城市崛起的历

史进行专业讲解，将工厂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观光区。例如，大冶铁矿露采遗址，工业遗产保留较好，可以通过展示与

工业遗产资源相关的服务项目，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开展产业观光、工业旅游，宣传工业文化，

使之成为展示工业文明和文化艺术活动的双重载体，形成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功能的新的文化旅游方式。 

4.工业博物馆模式 

除了上述的发展模式之外，资源型城市还可以选择创建本市的工业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同，工业博物馆是记录城市发

展历史缩影的展馆，它记录着城市发展的历史，是集学习、教育、游览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比如，重庆市就在钢铁

大渡口厂区兴建了一座工业博物馆，青岛啤酒的博物馆，都是工厂改造成工业博物馆的典型实例。政府可以在整个市区开展工

业文物的征集活动，将有代表性的工业品进行收集整理，对这些工业品进行分类，在场馆内分区展示。聘请专业的人员对博物

馆进行有效规划和管理。引进科学技术，比如引进3D、4D等技术，丰富文化产品展示方式，增强参观者的观感体验。黄石市一

些单体建筑的工业遗产，可以根据工业遗产原有产业及产品性质和不同工业遗产的性质，设立各种门类的博物馆、展示馆、纪

念馆。例如，阳新和大冶的乡镇工业遗址较适用此模式。 

四、工业遗产再利用下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构想 

文化产业正在成为黄石市赢得未来的重要支撑。但长期以来，黄石市在利用工业遗产发展文化产业中还存在较为突出的问

题，如政府部门执行能力较弱，很多政策不能落到实处；政府干预过多，不能让市场主导产业发展；商业模式不成熟，缺乏产

业创新意识等。 

1.梳理整合资源，科学规划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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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应该梳理整合当地的资源，整合地区文化资源，如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古迹遗址、

自然风光或者某种文艺活动等，分析本地区的哪些资源最具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的经验，结合地方的实际，

进行有效的开发，并且政府要组建优秀的团队或者聘请专业的产品开发师，对该地的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规划。政府要从整体

出发，立足当下，长远考虑，将地区的文化资源品牌做大做强，形成品牌效应，创造本地区的特色文化品牌，创新文化产品，

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价值。 

2.加大遗址开发利用深度，发展衍生文化产业 

资源型城市都存在着优秀的历史文化遗迹，如资源型城市大同，就有大同雁塔、悬空寺、观音堂、水神堂、平城遗址、大

同长城等；还有唐山，就有大地震遗址、古长城遗址、潘家峪惨案遗址等。还有很多的资源型城市具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址，

而这些遗址的开发很多都停留在参观浏览上，并没有其他配套的设施。因此，应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遗址开发力度，挖掘其历

史文化内涵，如在参观的同时可以增加文艺表演、说书讲解、视频观影等，增加游览的趣味性和丰富性。 

此外，还可以发展这类文化产品的衍生产业，如河北遵化市的清东陵就利用大量闲置的土地种果树，在旅客游览的时候可

以购买香甜的水果，这就是一种文化产业带动的衍生产业。政府和遗址管理单位都应该最大限度的开发文化产品的价值，发挥

其最大的效用，加强文化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给顾客带来良好的身心体验的同时，发展地方经济，实现产业转型。 

3.调动广泛参与，服务产业开发 

政府在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候，不仅要依靠国家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协

作，将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在产业内部某个方面出问题的时候，呼吁其他各行各业的企业或人

员共同解决问题。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比如政策财政上的支持、税收减免、投资扶持等，鼓励文化企业的开发脱焊，

协调社会的各个部门，使文化产业在发展中使所有资源得到统一、所有企业、人员都能够积极的参与。 

此外，资源型城市还应该改善城市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道路。还要完善文化产业的产业链，

加大服务产业的开发力度，实现“吃住行游购娱”这样完整的文化产业服务链条。按照市场细分的原则，分层次、分结构、分

要求对这些服务行业进行多样性的开发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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