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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登 州 路 上 ， 有 一 座 由 老 厂
房、老设备改造而成的啤酒
博 物 馆 —— 青 岛 啤 酒 博 物
馆，在此人们可以了解一段
中国啤酒百年工业发展史。

1903 年，“日耳曼啤酒公
司青岛股份公司”在今天的青
岛市登州路56号开业，其生产
的“日耳曼牌”啤酒，在1906年
慕尼黑世界啤酒节博览会上
获得金奖。1945年，厂名易为

“青岛啤酒公司”。1949 年 6
月2日青岛解放，更名为“国营
青岛啤酒厂”。

青岛啤酒品牌被一直延
续下来，老厂房、老设备则
被改造成博物馆。2004 年，
青岛啤酒博物馆被评为全国
工业旅游示范点。2018 年，
青岛啤酒厂（青岛啤酒博物
馆） 被列入首批中国工业遗
产保护名录。

“博物馆现有藏品 3 万多
件，分为百年历史文化、酿
造工艺发展、体验啤酒魅力
三个展区。”青岛啤酒博物馆
名誉馆长姜卫说。

进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张 1903年的青啤
外景照片。姜卫说，以老照片中的烟囱为界，左边3
栋楼是当年德国人居住与办公的地方，现在是博物
馆的 A 区，展示了青岛啤酒的历史脉络；右边几栋
楼是当时的生产车间，现在是博物馆 B 区，展示了
青啤从工业2.0到工业4.0的发展历程。

在百年历史文化展区，参观者可以通过详尽的
图文资料、全息影像、互动视频，了解青岛啤酒百
年历史文化以及当地啤酒风俗等。

随后进入酿造工艺发展展区。在 1903年的糖化
车间，姜卫说：“糖化车间分为两层，一楼所展示的是
电机和锅的底部，电机的作用就是带动锅里的搅拌桨
进行原料搅拌。我们眼前这台电机产于1896年，现在
通电后还可以正常运转。”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青啤的
创新发展，电机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保养，成为中国啤
酒工业百年历史的最好见证。

“这四口锅是1903年工匠用紫铜打造的，大锅投
料管外壁布满坑洼的小窝。”姜卫说，早期没电话的时
候，楼上和楼下的工人为了方便通知对方投放原料或
停止投料，会用铁棒敲打投料管。时间久了，这些投
料管上就留下许多“小酒窝”。

跟随姜卫的步伐拾级而上，就来到了120年前的
敞开式发酵池。通过全息影像，人们可以看到青岛
啤酒最早的酿酒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古特。1903
年，就是他在这个发酵池中酿出第一杯慕尼黑黑啤
酒和皮尔森风味的黄色啤酒。

“穿越”历史长河，来到宽敞的现代化智慧灌装
车间，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青啤从工业2.0到工业
4.0的巨大变化。

在智能生产线上，数千罐啤酒按照客户个性化
要求，被摄像头识别后精准分流到不同区域。随后
机械手将其迅速装箱，放到无人智能运输车上，运到
智能立体仓库储存。

“‘最古老’的工厂，如今已是‘最先进’的工厂。”
青岛啤酒厂副厂长赵维成说，青岛啤酒厂运用数字化
手段，建成包装产线管理等7大智能管理系统，通过数
字技术与生产制造融合，近3年碳排放密度降低48%、
单日平均产量提升60%、成品出库效率提高50%。

近年来，青岛啤酒博物馆在保护的基础上，充
分做到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设置了全息投影、
动感单车、AR互动等科技创意项目；在商品店，特
色啤酒、专属酒具等啤酒文化创意产品琳琅满目；
音乐餐吧可同时容纳近200人用餐，备有烤猪肘、香
肠及地道青岛海鲜、创意啤酒料理等美食。博物馆
还推出沉浸式剧游，开设啤酒酵母面包坊等，呈现
出兼具历史和现代、文化和时尚的博物馆新形态。

自开馆以来，青岛啤酒博物馆吸引了来自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参观，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

（新华社青岛电 记者王凯）
上图：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打造沉浸

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深入挖掘旅游消费
潜力，打响“旅游青岛、购物李沧”品牌。图为游客在
山东青岛世博园国潮赏灯会景区内拍照打卡。

张 鹰摄 （人民视觉）
下图：近日，山东青岛举办第二届上街里·啤酒

节，推出消暑休闲美食之旅，拓展消费空间，丰富群众
的业余文化生活。图为游客体验青岛原浆啤酒。

王海滨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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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游观、可欣赏、可感知

挖掘中国工业旅游富矿
本报记者 尹 婕

安徽省马鞍山市凹山地质文化公园凹山湖，原为凹山采场，现已成为特色工业旅游景点。 陈 亮摄 （人民图片）

河北省唐山市启新 1889文化创意产业园由我国第一座水泥厂——启新水泥厂核
心区更新改造而成。图为游客在园内一家商铺内休闲。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游客在山东省烟台市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游客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参观。
王晓博摄 （人民图片）

另一个角度看发展

“这里不仅是经济的新
区、科技的新区，也是文
化的新区、生活的新区”

这一次去江苏南京旅游，王进没有
去夫子庙、玄武湖、新街口等地，而是
直奔江北新区。10 年前，他曾在这里短
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很想再去看看它如
今的模样。沿着宽阔的道路一路前行，
两旁的行道树郁郁葱葱，近处是林立的
高楼和整齐的厂区，远处可见老山国家
森林公园。“和 10年前比大变样了！”王
进感慨。

2015 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南京江北
新区，它是江苏省首个国家级新区，至
今仅 8 年，却满是新气象。如今，这里
有南京生物医药谷、北京大学分子医学
南京转化研究院、智能制造产业园、中
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科研
院所等。

陪王进参观的朋友自豪地介绍：“这
里不仅是经济的新区、科技的新区，也
是文化的新区、生活的新区。”更年长一
些的当地人回忆：过去，主城区的人站
在长江边，远眺一江之隔的江北，看到
的是芦苇和农舍。江北新区的变化也是
南京变化的缩影。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
政说，现在看南京，真的应该去看一看

城北，特别是江北新区。
草坪、树林、步道、高耸的彩绘冷

却塔，位于江北新区的南钢工业文化旅
游区内是一幅生产、生活、生态交相辉
映的美丽图景。南钢，“江苏钢铁工业摇
篮”，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第一炉铁、第
一炉钢、第一根钢材在这里诞生。这个
展示钢铁工业文化、智慧科技、自然景
观的工业文化旅游区入选国家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成为人们看江北新区乃至南
京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工业资源富集的上海，工业旅游
产品日渐丰富。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末，上海拥有290余处工业遗存、149家
市级文创园区、65家行业博物馆、300余
家科普基地等。6月中旬，2023年上海工
业旅游主题日活动现场，遍布上海 16区
的10大主题、39条工业游深度体验线路
发布，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工业旅游的内
涵。这些工业旅游线路也将引领人们深
入感知上海的工业文化，从一个全新角
度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为游客提供新体验

“感受中国制造带来的
震撼”

如何增强工业旅游的魅力、让工厂
比游乐场更有吸引力？这是所有工业旅
游目的地共同面对的挑战。去年，文化
和旅游部公示 53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涉及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医药保
健、食品工业、遗址遗迹、博物馆、能
源利用等多种类型。文化和旅游部资源
开发司资源利用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通过企业参观、博物馆展示、遗址遗迹
观光、文化创意集聚等多种形式，为游
客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工业旅游
体验。

对于企业、工厂而言，发展工业旅
游绝不是简单地从“办工业”到“展示
工业”，而要让游客在此过程中既获得

“好玩”的体验，也能感受我国工业发展
历程中的实践、成就和蕴含的精神。据
统计，53 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中，
近1/3跟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国家工业
遗产项目高度关联，能够展现我国工业
发展的历程与成就。例如，涉及冶金工
业的内蒙古包钢工业旅游景区、涉及机
械制造的吉林中国一汽工业文化旅游基
地、涉及食品工业的浙江农夫山泉工业
旅游区、涉及博物馆的辽宁沈阳工业博
物馆、涉及能源利用的甘肃玉门油田红
色旅游景区等。通过将工业遗产的保护
利用与旅游发展相结合，丰富旅游产品
内容，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为游客提供
更多新体验，成为工业旅游的重要内容。

长度近 400 米、相当于一座金茂大
厦横过来的长度，这样的巨无霸船舶长
什么样？在江南造船工业旅游基地，游
客能够亲眼看到它，“感受中国制造带来
的震撼”。

江南造船前身为创建于 1865 年的江
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
祥地、产业工人的摇篮，创造了众多中

国第一，被誉为“中国第一厂”。江南造
船工业旅游基地属于企业观光体验型项
目，基地分为江南造船长兴基地参观与
江南原址“远望 1 号”实船参观两大板
块，已推出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实践、
劳动教育、研学二日营等主题产品与特
色项目。今年暑期，江南造船推出 20多
期航模制作体验班，颇受欢迎，几乎销
售一空。

6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伊利
现代智慧健康谷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开园
运营，该项目以现代化生产工厂、牧场
为依托，集聚科普教育、休闲娱乐、观
光互动、研学旅游等特色项目。在这
里，参观者可以沉浸式见证从“一棵
草”到“一杯奶”的全过程。

塑造城市崭新面貌

“资源枯竭型城市蕴含
着巨大的工业遗产，都是等
待挖掘的工业旅游富矿”

8月初，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组织一批“尝鲜者”前往
体验数“智”龙华工业旅游线路，到龙
华城市客厅、创想三维、捷顺科技以及
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感受龙
华工业发展。通过实地了解不同行业的
发展，参观者纷纷感叹龙华数字科技力
量的强大。据了解，龙华区还将引导企
业深度挖掘企业文化内涵，开发科普、
研学等多种旅游产品形式。工业旅游成
为龙华展示工业力量、打响旅游品牌的
重要途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有
着坚实的工业基础。近年来，深圳市工
业旅游发展日渐成熟，已成为许多市民
和游客游深圳的热门选项。例如，深圳
珠宝博物馆、深圳市水贝万山珠宝文化
产业园、深圳市 IBC 珠宝艺术世界等工
业旅游项目，已成为“湾区之光”旅游
线路的重要景点；飞亚达计时文化中
心、深圳市依波钟表文化博物馆等工业
旅游项目，成为“智造大师”旅游线路
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工业旅游项目一
方面成为展示相关企业文化和产品的窗
口，另一方面也成为展现深圳城市气质
的途径。“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深圳的创新
与活力。”游客田先生表示。

如今，发展工业旅游成为许多城市
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城市转型、塑造城
市形象的重要举措。

4 月中旬召开的“旅游中国 美好生
活”2023 工业旅游暨大运河工业遗产峰
会上，北京交通大学现代旅游研究院院
长张辉介绍，就规模而言，目前工业旅
游还比不上乡村旅游和景点旅游。虽然
规模并不大，但工业旅游的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尤其对于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
竭型城市而言，工业旅游能为它们的转
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资源枯竭型城市
蕴含着巨大的工业遗产，都是等待挖掘
的工业旅游富矿。”张辉说。

这个暑期，各地的工业旅游活力十足：江苏
省泰州市姜堰区溱湖砖瓦博物馆里，两个小朋
友目不转睛地欣赏着陈列的溱湖砖雕；走进深
圳市龙华城市客厅，游客能看到龙华最先进、最
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在天津市新天钢工业旅游
景区内，学生们研究着百炼成钢的奥秘……游
客既可以在生产一线感受产业的发展与创新的

活力，也能见证工业遗存的保护、利用和蜕
变，还能在行业博物馆内寻找一座城市的工业
记忆。

近年来，作为展示工业成就的重要窗口和
发展工业文化的重要途径，我国工业旅游获得
长足发展，并因其有别于传统旅游的特色体验
受到游客欢迎，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