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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拥有大
量近代工业遗存，无论是百年
中东铁路，还是不同历史时期
建造的工厂，在文化与工业遗
产保护上，这座城市都展现出
了担当意识和承责态度。

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畔斯
大林公园东侧的滨州线松花江
铁路大桥，在民间被亲切地称
为“老江桥”。作为哈尔滨至满
州里铁路线的咽喉，“老江桥”
在中东铁路时期曾被命名为哈
尔滨第一松花江大桥。

哈尔滨人对这座铁路大桥
的感情普遍较深，特别是老一
辈人，谈到这座有历史年头的
大桥时总会如数家珍：它是中
东铁路单孔跨度最大的桥梁，
是松花江上最早的铁路大桥，
是中国铁路首座超千米的特大
桥梁。

正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
地位和现实功能作用，“老江
桥”在哈尔滨市政府和百姓眼
中，属于当地众多工业遗产中
最为重要的一座桥梁。

承载记忆的老桥
焕发第二春

过去，包括“老江桥”在内
的众多老建筑和设施塑造出了
哈尔滨市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也带给了外地游客别具一格的
感官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部
分工业遗产逐渐显露出臃肿和
滞后的一面。在满洲里工作多
年的哈尔滨姑娘贺敏曾持这样
的观点，她认为老工厂老建筑应
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为其注入
新的内生发展动力。

今年1月初，回老家过年
的贺敏看到家乡的变化惊喜不
已。在她看来，许多老工业遗
存在文化与经济方面的双修双
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文
旅创意产业与工业遗产创造性
地联系在一起，使工业遗产变

“废”为宝，既成就了老工业与
新产业的结合，又展现了历史
与现代的融合。

改造后再度焕发第二春的
老工业遗产，最引贺敏注目的
就是“老江桥”。

据悉，“老江桥”1900年5
月开工，由当时的俄国工程师
连铎夫斯基总负责，全桥共有
19个孔洞，钢梁分别由比利时
和俄国工厂制造。

1962年，哈尔滨铁路局对
该桥进行全面大修，将裂纹钢
梁全部换成优质的八平创弦穿

式横钢梁，提高了
列车通过速度。
同时，应哈尔滨市
政府的要求，铁路
局加固时还在大
桥两侧分别架设
了1.15米宽、装有
扶栅的人行通道。

一些桥梁专
家考察研究时表
示，这座大桥在当
年具有造型美观、
结构新颖、技术先
进三大特点，科学
设计和精心养护
使大桥坚固耐用，
可以安全使用到
2053年。

虽然质量良
好、功能完善，但
铁路大桥在十多
年前哈尔滨至齐
齐哈尔客运专线
筹建时，有关部门
曾一度考虑拆除
这座老桥，在原址
上另建新桥。

2014 年 4 月
17 日，“老江桥”
停止使用，但在众
多专家、文物保护
志愿者和广大市
民的呼吁下，老桥
最终得以保留。

中东铁路专
家、高级经济师武国庆曾参与

“老江桥”的保护改造利用工
作。为了赋予老桥全新的文化
生命和科学的城市功能，许多
年前，他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广
泛收集市民意见和专家建议。
深思熟虑后，他向黑龙江省有
关部门递交了铁路大桥保护利
用开发建议书，建议书中提到：
将“老江桥”改造为中东铁路公
园的核心景区；具备条件时，可
纳入城市交通建设统一规划之
中；此外，景观大桥改造应开辟
漫步休闲通道、设立文化欣赏
区、桥体装饰亮化、建设铁路博
物馆……

武国庆告诉记者，大桥已
在2014年3月5日被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了是松
花江上第一座大型桥梁和中国
铁路第一座超千米的大桥外，在
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
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中，
许多场景取自这座铁路大桥。

拓展景观功能为
文旅跨界赋能

2015年9月，以“老江桥”为

主体的中东铁路公园终于在
万人瞩目中开工建设。工程
由哈尔滨市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等机构设计，经过建设者
近 400 天的奋战，于 2016 年
11月竣工。期间，时任哈尔滨
市副市长柳士发还专程赴北京
国家文物局汇报铁路大桥修缮
事宜。

根据哈尔滨市城乡规划研
究设计院提供的《中东铁路公
园规划设计》资料显示，公园规
划设计以“轨·迹”为理念，将

“老江桥”及中东铁路建筑群
的保护利用作为重点，通过对
废弃铁路空间的转型、拓展与
重构，形成连接江南经济中
心、江北文化中心和江中太阳
岛生态休闲中心的绿色空间
系统，打造城市景观文化廊、
绿色慢行健身线和中东铁路
文化展示带。

据悉，中东铁路公园总面
积10.4公顷，以中东铁路与城
市发展为主轴，包含有中东铁
路文化展示和休闲健身慢行
两条主线，及铁路与生活、中
东铁路文化展示、滨洲桥文物
保护、铁路与自然等四个特色
区段。

此外，中东铁路公园还内
设展示、休闲、健身、表演、餐
饮、儿童游憩等六类功能区，以
及中东铁路博物馆、游客中心、
台地花园等16处景观节点的
空间结构。

由于改造后的效果卓然，
中东铁路公园规划设计荣获了
2015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
设计一等奖。

在许多人看来，改建后的
中东铁路公园，拉近了人与自
然、时间与空间、生活与休闲的
距离，为哈尔滨市民及各地游
客讲述了铁路与城市、历史与
现代、绿色与文化的故事。

武国庆经常到公园拍摄当
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感受这段历
史文化时的兴奋之情。“我不愿
意人们仅仅把‘老江桥’当成一
处网红打卡地。”他说，“我希望
人们在这里嬉戏玩乐的同时，
能更多了解哈尔滨的城市发展
历史，提高保护优秀工业文化
遗产意识，留守人类共同的文
化精华和文明智慧。”

改造后的“老江桥”也是哈
尔滨市每年节假日的旅游胜
地，带动着当地文旅经济不断
提升。贺敏告诉记者，2019

年，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策划
并实施改造的“国旗桥”在国庆
前夕盛装亮相，让“老江桥”再
次“爆红”。去年国庆期间，有
近百万人次登上“国旗桥”与国
旗合影。

“今年国庆即将来临，期待
去年火热的一幕能再次出现。”
她说。

交通设施潜能待深入挖掘

由于“老江桥”曾被鉴定为
可安全使用到 2053 年，采访
时，有市民提出，景观功能打
造完成后，下一步可否深入挖
掘、合理利用其交通设施潜
能，让“老江桥”集旅游观光、
休闲娱乐功能的同时，再赋予
新的城市功能，与轻轨交通相
融一体。

此前，有专家建议称，应以
“老江桥”江南为始发站，向太
阳岛、虎园、大学城方向修建城
市轻轨，由近及远、分段建设、
分段运营。

“在具体线路走向和用地
面积规划方面，可待详细勘测
后确定。”该专家表示，“在轻
轨线路、站点建设同时，相关部
门即可开始订购轻轨车辆、培
训司乘人员，为开通运营奠定
基础。”

在后期运营管理方面，该
专家认为，过去，上海市给予金
山铁路的支持政策或可给哈尔
滨市提供借鉴。

据悉，金山铁路起于上海
南站，止于金山卫站，全长56.4
公里，由原金山铁路支线改造
而成。上海铁路局、上海申铁
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金山公
司，负责经营金山铁路。

根据上海市政府有关要
求，金山铁路实施公交化运营
和票价优惠政策，由上海市政
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
金山公司进行补贴，运营初期
每年定额支付1.7亿元，所需资
金由市、区政府各承担50%。

上海市与金山公司签署政
府购买服务协议，明确规定，协
议有效期内，运营服务未达到
协议规定标准的，相应扣减购
买服务费。“建议哈尔滨市政府
比照上海市的做法，在轻轨运
营初期，与负责轻轨运营的公
司每年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实
现互利共赢。”该专家称。

记者了解到，就地方政府
而言，无论是文物保护、资金投
入还是运营管理等方面，城市
轻轨建设项目还存有多处难点
和未知数。（图片由武国庆拍摄）

哈尔滨百年“老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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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列车通过“老江桥”。

2016年，改造后的“老江桥”华丽转身成为哈尔滨市中东铁路公园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