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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遗产
“攀枝花钢铁厂”

攀钢于 1965 年开工建设，1970 年建成投
产，是我国第一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
来的、位于我国战略后方最大的钢铁工业基
地，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我国
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是三线精神的具体承
载。遗产群主体部分仍在生产使用，其他均保
存完好。

——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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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
园景色。 曹功林摄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扬州样本”
吴 恒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扬州样本”
吴 恒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大运河文化是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国家一项重
大决策。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专门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历
史机遇。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焕发大运
河文化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源头活水；为讲好中国故
事，深化国际交流互鉴，更好地展现和平、开放、
包容的中国提供了重要平台；为增强文化自信，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了强大动力。
扬州是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大运河扬州

段沿线拥有众多遗产点、段。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中，扬州坚持历史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开
放思维，引领树立了令人瞩目的“扬州样本”:

一是坚持古为今用，从流淌着的大运河文化遗
产中深入挖掘活的历史。近年来，扬州以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契机，放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与“世界运河文化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东
亚文化之都”的“一城三都”效应，向世界描绘新
扬州的形象。

二是以大运河文化为引领，推动大运河沿线区
域实现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扬州以

“河”为线，构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扬州中
国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非遗文化集聚区、大
运河文化旅游度假区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
格局。2019 年，旅游度假区就接待中外游客约 777
万人次，涉旅企业经营收入约23.8亿元。

三是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推动
形成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模式。运河三湾
生态文化公园，原本是农药厂、制药厂、染化厂等
企业集中地。在此选址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再次激活了这片运河遗产地，造就了令人流
连忘返的运河风光。

四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讲好中国劳动
人民为实现美好生活所展现出的伟大智慧、决心与
勇气的运河故事。京杭之心是
扬州已经建成的一个永久性会
址，成为世界运河文明对话的
新平台；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
市合作组织也落户于扬州。借
助一年一度的世界运河城市论
坛，扬州构建起了全球运河城
市“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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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先有攀钢，后有攀枝花

攀钢占地面积仅2.5平方公里，是在全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生产吨钢占地面积最小的钢铁联合企业。这里被
世人誉为“象牙微雕钢城”。

攀钢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境内。1964 年以前，攀
枝花市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从 1964 年开始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在川、贵、云、陕、甘、宁、
青等 13个省、自治区的中西部内陆腹地，开展了一场
以战备为核心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建
设，即“三线建设”。1965年3月20日，攀枝花建设指
挥部、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1965年4月22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四川省请示提出的将“攀枝花特区
人民委员会”更名为“四川省渡口市人民委员会”。
198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攀枝花市。

攀枝花是一座因攀钢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是国
家三线建设的龙头、核心和成功典范。今天的攀枝花，
依然是我国重要的工业之都。我国重要的铁路用钢、汽
车用钢、家电用钢、特殊钢都产自这里。攀钢生产的含
钒百米钢轨，被广泛应用在京津高铁、青藏铁路等国家
重要工程和高寒高海拔项目，也远销全球 3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承载三线建设的精神内涵

在攀枝花，已集中保留下大批三线建设工业遗存和
文物。

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四川布局了一大批重要产
业和企业，特别是三线建设期间，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

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这里，人们创造
了令人赞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

1964年6月，毛泽东主席首次提出“三线建设”战
略构想。1965 年，数十万建设大军进入攀枝花，逐步
开拓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
新 ”的“三线精神”。

今年 75 岁的雷永、1995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他曾是原攀枝花矿务局 （现攀煤集团）
九鼎建材公司的锅炉工。他回忆道：“1966年 2月参加
送电大会战，我们吃住在海拔近 3000 米的山上，蛇和
蚊虫很多，我们顾不了那些，不分昼夜地挖塔基。钢钎
打在坚硬的大石头上，火星四溅，手一次次震裂，鲜血
往外冒。塔基挖好后，我们打着光脚，头顶烈日，背着
100多斤重的铁柱，穿过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走在荒
山乱石上、陡峭的山坡上。100多斤重的铁件，身强力

壮的一天最多也只能背两趟。我咬紧牙，每天尽可能背
三趟”。

当时，攀枝花还远远没有城市的样子，连生活用水
都没有保障，雷永回忆当时每天干得筋疲力尽后，还要
到几华里外的大黑山沟里找水，把水一桶一桶背回山顶
煮饭……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奋战，渡口到平地137
机铁塔顺利通电。他们共先后完成6条主要三万伏的高
压线路，让攀枝花全市通了电。

攀枝花留存大批珍贵史迹

攀钢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群不仅属于攀钢，也是攀枝
花的城市文化核心。

今天，走进繁荣的攀枝花市区，不去看攀钢，不去
了解这座英雄城市发展过程，是难以理解“工业不强不
叫攀枝花”的。

为了全面反映和展示共和国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历
史，2016年4月，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攀枝花中国三
线建设博物馆落成，该博物馆收集了中央和全国十三省
区各类三线建设文物 1.3万余件 （套），图片 2万余张。
这里包括 60 余位国家领导人来到三线建设指导的文
献、图片资料及文物；采集了国家相关部委、省、市、
企业三线建设领导者、亲历者和研究学者等各个层面高
清口述历史视频120人、时长达8000多分钟，收集了其
他三线建设时期视频资料 3000 多分钟。“目前，在全
国，我们是馆藏三线建设文物最多的地方。”攀枝花中
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长熊锦成说。

2019年12月，“攀枝花钢铁厂”入选第三批国家工
业遗产。2020年6月，攀枝花市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共
认定攀枝花三线建设文物中拥有国家一级文物 3 件

（套）、国家二级文物12件 （套）
熊锦成说：“我们要让这些文物讲述攀枝花三线建

设的故事和传递三线精神，让全国的三线建设者和后继
者们在抚今追昔中更加珍爱美好生活。”

攀枝花与攀钢
周 越

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区，是人们感悟工业遗产社会价值的绝妙之地。这里留下了丰富的

工业遗产，更直接影响了城市发展的“婴儿与成年”。

攀钢所处的攀西地区是中国乃至
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是
我国第二大铁矿区，蕴藏着上百亿吨
的钒钛磁铁矿资源。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攀钢）
是依托攀西地区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
源，依靠自主创新建设发展起来的特
大型钒钛钢铁企业集团。

攀钢始建于 1965年，一期建设艰
苦卓绝，1970 年出铁，1971 年出钢，
1974 年出钢材，结束了我国西部没有
大型钢铁企业的历史。经过五十多年
的建设发展，攀钢在钒钛磁铁矿资源
综合利用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是引领全球的产钒企业，我国核心的
钛原料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钛加工企
业。 ——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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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攀枝花三线建
设自 1965 年启动。这里是
攀钢兴建时的弄弄坪厂区。

下图：当今同样位置
拍摄的弄弄坪。弄弄坪是
攀钢主厂区，也是攀枝花
市的主城区之一。每当 3
月凤凰花开，在金沙江南
岸眺望弄弄坪，攀钢依山
傍水、梯级环形的厂区掩
映在丛丛红花之中，作为
组成攀枝花城市群落的一
大地标，让人更深地领悟
到 “ 工 业 不 强 不 叫 攀 枝
花”的意味。

左图： 攀 枝 花
是依金沙江沿岸而
建 的 散 点 布 局 城
市。它因攀钢而兴
起，由多个片区连
线组成。

这 是 今 日 的 攀
枝花市炳草岗，是
攀枝花市中心区。

（本文照片除
署名外均由攀枝花
市委宣传部提供）

今日的攀枝花市行政区域面积 741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21.4 万。2019 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010.13亿元。

攀钢建成后，攀枝花的钢铁产品经
过成昆铁路和成渝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到
成渝地区；成渝地区的人才、物资、装
备络绎不绝地支援攀枝花开发建设。

攀枝花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
拥有特别适宜人类休养生息的海拔高
度、温度和湿度，是四川唯一的亚热带
水果生产基地。—— 攀枝花市政府网站

2020 年 1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扬
州市考察调研。他来到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了
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取得的成效。在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
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
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
条件。

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
运河全长近 3200 公里，开凿至今已有 2500 多年，
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距
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大运河不只是物质遗
存，更具有文化和精神的深刻内涵。它所传承着的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
大智慧和勇气的结晶。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
市和人民，现在更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
河，见证着两岸人民的欢乐、和平、开放、包容的
生活。它如同我们的血液，流在我们的身体里、流
在我们的精神里，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
书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壮美诗篇。

上图：1969年1月7日，攀钢炼铁厂动工
修建。1969年3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发
布号令，要求攀枝花在1970年7月1日以前出
铁。攀钢人全力投入，“不讲条件、不计报
酬、没有加班费”。6月29日，攀钢炼铁厂一
号高炉投产，生产出了第一炉生铁，极大地
鼓舞了三线建设者。图为国家一级文物、
1970年攀钢“七一”出铁纪念铁。 周 越摄

迅速崛起的年轻城市并不鲜见。但攀枝花与
攀钢的共生关系却独特且直白：依托丰富的矿产
资源和攀钢，攀枝花成为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

那它以后还会是吗？会变成啥样？
以当代作为时间节点，中国的工业遗产范围

从古代手工业时期可一直延续至 20世纪 80年代。
“三线建设”成为其中最后一个历史划分阶段。攀
枝花留下的三线文物和历史遗存，数量和类型众
多，蕴含了文物、工业遗产最强调的科学、历
史、艺术价值；但更独特的是，攀钢与攀枝花合
在一起，本身就可以视为一个大博物馆，显示了
工业与城市的关联和有机演变。所以理解工业遗
产中重要的社会价值，来看攀枝花最值！几乎不
用费尽心机地布展和复原，立体而有说服力的风
貌在这座城市中处处可见。

文化资源的赋能，肯定会比矿产资源来得更
为持久。那攀枝花会慢慢变为一座文化城市吗？
还真有这种可能。

工业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
的总和。怎样才称得上“文化城市”？其实并不只
靠丰富的存量和浓厚风情。工业遗产价值基础上
塑造的文化城市，还要“往前看”，具备在国家发
展和工业文明进步中的独特功能。

站在 2020 年翻页、2021 年开篇之时来反思与
眺望，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全社会既需激发逆境
奋进的底蕴，更要有创造美好的乐天与行动力。“三
线精神”恰恰三者兼具。这样，攀枝花就置身于一条
新跑道的起点上，有机会以工业文化的视角，来更
全面地诠释“宜居”的意义。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攀枝花：由工业城市转向文化城市
齐 欣

攀枝花：由工业城市转向文化城市
齐 欣

上图：这是 1971 年 1 月由唐山机车制造厂
制造的上游型 （SY0320） 蒸汽机车，投用于攀
钢运输部；1995 年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

“五一号”，直到2012年6月26日停止使用并封
存，服务期长达41年。

下图：“五一号”见证了三线建设时期攀钢
的发展历程。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周 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