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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杨府〔2023〕9 号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 0929 号委员提案的会办意见

市经济信息化委：

林杰委员提出的“关于杨浦滨江激活工业遗产赋能新经济的

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

工业文化是上海近代文化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杨浦作为中国近代工业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有中国第一座现代

化水厂、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远东最大煤气供热工厂、中国

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机器造纸局等等，曾是上海产业工人最集中的

区域，见证了上海工业的百年发展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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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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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首批示范区创建名单，全国仅有 6 处示范创建区入选。杨

浦区也以此为契机，加强工业遗产内涵价值挖掘，着力“高位统

筹、整体规划、保护优先、以用促保、分类施策、集成管理、守

正创新、注重实效”，推进大规模的工业遗产转化。同时，杨浦

滨江将进一步由“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转变，加快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打造人民城市“样板间”、塑造滨江区域“烟

火气”、激发创新发展“动力源”，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相关工

作：

一、发掘摸底，推动城市文脉传承

全方位挖掘、科学阐释杨浦滨江文物建筑和工业遗产的多重

价值，借力区域内高校学科优势，深化工业遗产基础研究和活化

利用案例研究，厘清家底，提炼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的创新理

念和经验方法。

加快推动永安栈房、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建设等文物保

护利用项目工程落地见效；针对杨树浦发电厂这一超大体量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创新实践“保护图则”模式，探索精准保护、有

效利用的新路径。持续推动建筑本体到工业遗产非物质遗存的全

要素保护，开展重要工业遗产档案资料抢救工程，拍摄“杨浦百

年·工业印迹”口述历史系列专题片，传承城区历史文脉，弘扬

工业文化当代价值。

二、创新机制，开拓保护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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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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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机制，通过该办法引导杨浦

滨江南段区域内工业遗产及相关资产的产权主体、开发利用主

体、运营管理主体等，做好保护、利用、监督、管理等工作。坚

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机制和模式，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融入经

济与社会发展，助力打造杨浦滨江成为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等

领域发展的“增长极”。

三、提升能级，筑造地区创新引擎

杨浦滨江正全方位推进滨江南段能级提升，在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方面，将加快推进人民城市地标集群“一馆一院一论坛一广

场一会堂”落成，围绕“活力滨江”主题特色，推动滨江创智中

心、会议中心、艺术中心、展览中心、公园中心等重大公共服务

设施建成落地，结合“长阳秀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建设，结合

抖音、美团、B 站三个在线新经济总部项目及中交、中节能两个

央企总部项目“串珠成链”，吸引更多重量级企业入驻，打造高

能级平台，成为“楼宇经济”新高地；在城区数字化转型工作方

面，以“经济、生活、治理”为杨浦滨江数字化转型的三大核心，

打造基于 BIM+GIS 数字孪生城市，加快滨江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建

成，成为城区数字化转型“样板间”；在滨江中北段规划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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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数字赋能，加快制造业转型发展，打造在线新经济研发

创新区。

四、活化赋能，打造城市文旅地标

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着力点，不断加大优质文

化资源供给，让更多文化地标在诠释文化内涵、塑造城市精神的

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滨江南段：毛麻仓库旧址已成为各大艺术展览的举办地，承

办了 2019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

统工艺邀请展、“曙光”——红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上海市民艺术大展美术专题展、上海国际

摄影艺术展等高品质展览。明华糖厂仓库保护性修缮后，承接了

“涓汇成流”第十届国际传统艺术邀请展、宝格丽全球发布派对、

TOM FORD 新品发布展览等，被时尚激活，成为文化演出、艺术

展陈的多元空间。长江口二号古船于 2022 年 11 月顺利入坞落座

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开启考古发掘、文物整体保护、古船博

物馆建设新阶段，目前，杨浦正积极配合市文物局以及上海博物

馆，全力推进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项目，研究制定项目设计方

案，打造以“船文化”为主题，融合集教育、文化、经济、航运、

考古、商业、旅游等于一体的具有多元复合功能的综合中心，从

而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杨浦滨江的热点、亮点及网红

“打卡点”。原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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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工业遗产旅游基地等，年吸引

客流近 400 万，近年来举办“迭变-国风新潮”发布、时尚艺趣

节系列之 SFC“造”节等活动，不仅让人领略到百年建筑的韵味，

更是百年纺织文明嬗变后的新生。

滨江中北段：原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第一茶厂，引进“曹素

功制墨”和“周虎臣制笔”两项国家级非遗技艺，建设并开放运

营笔墨宫坊，打造集非遗展示、旅游、文创、研学和表演性制作

为一体的国家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

五、加快建设，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江浦路越江隧道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实现通车运营，轨交

18 号线一期北段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通车运营，杨树浦路综合

改造工程已完工，隆昌路越江工程正在推进实施中。同时，杨浦

滨江正加快推进杨树浦路、安浦路、平定路、天章路等路网工程，

结合美团、B 站、字节跳动等项目加快实施配套道路建设，推进

滨江南段地下缆线型综合管廊工程，逐步完善滨江南段、中北段

路网系统，增强交通可达性，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提案者时参考。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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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姓名：贡力 联系电话：13774239241

联系地址：杨树浦路 2086 号 3 楼 邮政编码：200093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