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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金小茜、张晓洁

　　一个因北京冬奥会“出圈”的百年园区———
冷却塔成为选手在滑雪大跳台腾空时的独特背
景；一个文艺青年聚集的艺术区——— 青石阶镶
嵌灯带，铁扶栏锈迹斑驳；一座以“艺术”命名的
产业园——— 音乐周、戏剧节、艺术展在由锅炉房
改造的“炉剧场”轮番上演……
　　这些年轻人眼中的“潮地”，数十年甚至百
余年前曾是钢铁厂、中国西南印业巨头、国营电
子管厂……时光荏苒，从高耸的烟囱、老旧的厂
房到今天文艺范儿十足、充满现代感的潮流之
地，工业遗存经历了什么得以“重生”？她们有几
种打开方式？
　　 2021 年 4 月，经过精心策划，新华社推出
融媒体栏目——— 《打卡工业遗存》。通过“云打
卡”这种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方式，读者可以跟
随新华社记者的笔和镜头，近距离接触遍布全
国 19 个省份的 30 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工业
遗存。
　　栏目开设一年间，翻阅网友在评论区的留
言，可以洞察“打卡工业遗存”的价值和意义。
　　是创新的吸引———“太酷炫了”“让人既惊
叹又着迷”“让年轻人也喜欢上了不一样的工业
园区”“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家人朋友去打卡”。
　　是历史的回眸———“承载了工业发展的足
迹”“当时间烙上印记，历史扑面而来”“留下了
那个时代的岁月痕迹”。
　　是情感的升华———“向炼钢工人们表示崇
高的敬意”“祝中国的工业发展可以一路长
虹”。

一个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一些不再适应城市发展
需要的工业企业转型、外迁或退出，遗留下大量
工业建筑和机械、厂房、仓库等工业设施。这些
极具历史价值、曾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巨
大作用的工业遗存，并没有被“一拆了之”，各地
根据城市建设需要，积极发掘其经济、社会和文
化价值，通过保护性开发和功能再造，让这些工
业遗存焕新重生。
　　从博物院馆到文创空间，从爱国教育基
地、影视拍摄基地到运动场所、市民文化休闲
中心，重获新生的工业遗存，既是经济社会和
城市发展变迁的见证，也承载着延续城市独有
历史文化的特殊使命。栏目以轻阅读的方式，
讲述工业遗存“前世今生”的蝶变故事，揭开工
业遗存经过怎样的保护性开发而成为城市地
标和“网红打卡地”的秘密，看看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下，读者身处的城市进行了哪些
功能改造和提升，以此触摸经济社会发展的
脉搏。

　　通过融媒体产品，硬核故事娓娓道来，为读
者打开一个新世界。这些工业遗存，在我国工业
发展史上曾“存在感”满满；在面临被废弃的命
运时，经过保护性开发，又焕发了新生命：
　　——— 它们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见证者，曾
开创诸多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
　　 60 年前，作为万机之“母”，她一步冲出中
国工业曾经的“禁区”；60 年后，她和“孙辈”肩
并肩，活跃在产业一线，为强国之路奋斗。《一起
来认识这位 60 岁的“钢铁劳模”》讲述了中国
第一台 1.2 万吨水压机的辉煌与荣光。
　　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台普通车床，
第一个铸造用机械手，第一个自主研发的管
模……《这里，珍藏着多项新中国第一》聚焦位
于辽宁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呈现中国工业“微缩
历史”。
　　始建于 1889 年的河北启新水泥厂不仅是
中国首家水泥厂，还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如
今，在这座百年厂区，书店、工作室、电商基地等
新业态，繁荣一新。《这片百年厂区，见证中国水
泥工业发展史》“打开”已变身工业博物馆的厂
区，让读者与中国水泥工业成长史来一场时空
对话。
　　——— 它们是一部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的历
史教科书，记录下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广大
建设者艰苦创业的激情岁月。
　　曾经荒无人烟处，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
召，长城控制电器厂、风动工具厂、星火机床厂、
锻压机床厂等 37 家企业，从北京、上海、哈尔
滨、长春、洛阳等地陆续迁入或新建到甘肃天
水，这里逐渐发展成为西北重要的工业城市。

《这座博物馆，带你穿越到“三线”》中的天水工
业博物馆无声地诉说那段难忘的奋斗历程。
　　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一朵盛放在三线建
设时期的“钢铁工业之花”。《这朵“花”，盛放“三
线”火红如初》走进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
馆，全景式展现国内主要的三线建设历史。馆藏
的 2 万多件（套）文物、文献史料，3 万多张历史
图片，1 万多分钟珍贵视频资料有序陈列，铺展
开一幅战天斗地的英雄画卷。

　　——— 它们是战争年代烽火岁月的“亲历者”
和“战斗者”。
　　全国首个洞穴抗战博物馆聚落，抗战时期
大后方“兵器库”所在地，10 个主题博物馆，10
万余件抗战、兵工、民俗文物……《这里藏着一
座抗战“兵器库”》中，重庆建川博物馆内兵工厂
工人躲避日军空袭、在生产洞内生产兵器的场
景，让读者瞬间穿越到那个英勇抗日的年代。
　　——— 它们在修旧如旧的理念中被充分挖掘

“硬钢铁”的价值，“词云图”中不仅有复古，还有
文艺、时尚、硬核等诸多生机勃勃的辞藻。
　　古朴中带点“潮”，写满沧桑的老厂房，充满
视觉张力的彩色墙，历史和文物“活化”重生，厂
区不再“静悄悄”。《八旬老厂房咋就成了网红潮
地》揭秘重庆鹅岭二厂这座潮流文创公园的蝶
变密码。
　　古典音乐舒缓流淌，书香气息扑面而来，
橡胶味没了，“书卷气”浓郁，城市书吧刻进一
座城市的“DNA ”。《橡胶厂变“书房”，你爱上
了吗？》描绘了天津市第四橡胶厂旧址变身文
化园区、从“橡四”变“巷肆”的转型之路。
　　斑驳的三高炉、曲折的管道，滑雪大跳台、

“四块冰”冬训中心，压差发电站改建的咖啡馆，
不时穿梭的无人驾驶汽车，硬核、科幻、文艺。

《走起！这个地方有点“钢”》扫描速写现在可谓
无人不晓的北京首钢园，“硬钢铁”也有不一样
的文艺气质。
　　全国劳模纺织女工黄宝妹曾在此工作，碎
煤机部件做凉亭顶，老船排旧址步道嵌上透明
玻璃，烟草仓库改造成为“绿之丘”。《来这条“生
活秀带”，一次打卡 N 座老工厂》循着诸多工业
痕迹，细数上海杨浦滨江如何从“工业锈带”变
成“生活秀带”。

一种软呈现，开启轻阅读

　　阅读一个个融媒体产品，邂逅一座座城市
的地标性工业遗存。
　　进入产品页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精心设
计的海报。黄浦江畔、朝天门码头、九寨沟、天津
眼、杭州西湖、武汉长江大桥……每一张海报背

景，都经过精心筛选，是最能代表工业遗存项
目所在省份的地标式建筑，或关乎工业经济
发展，或代表当地的秀美风景。
　　海报上“夹”着两张照片，一张图片泛黄、
颇有年代感，另一张则现代感十足，工业遗存
改造转型前后影像的对比，给读者以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吸引读者继续阅读，了解她的

“前世今生”。
　　工业遗存如今长啥样？历史当事人有哪
些故事分享？项目改造责任人或管理单位负
责人如何谈发展？想知道就点击播放海报下
方 2 分钟左右的视频，实现“云打卡”。
　　如果说视频能给读者全面立体的观感，
那么文图便是截取剖面、深挖细节，将想象的
主动权交给读者。
　　老厂房究竟长啥样？“约 30 米高的铸造
车间内满是斑驳，巨大的冲天炉被架在半空
中，保持着‘一倾如注’的姿态……阳光越过
锈迹斑斑的窗框，洒在纵横交错的钢铁轨道
上”，浓郁的工业风扑面而来。
　　修旧如旧究竟怎么修？“过去老式的紫红
色实腹钢窗，由加工成老式窗户颜色和大小
的铝合金材料窗替代，但开窗方式和原来一
样”，一句描写揭开奥秘。
　　发展得怎么样？“ 3.5 平方公里的工矿
区”“到三江拍摄的电影、电视剧近 110 部

（集）”“参与拍摄的本地群众演员逾 2 万人
次”，一组组数据解读发展脉络。
　　这些融媒体产品采用“海报+视频+文字
+图片”的方式，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
相互作用，产生 1+1+1+1>4 的化学反应。主
题统一、内容互补、多种手段呈现，融媒体产
品更直观、生动，同时具有一定深度，让产品
表达更丰富、更显年轻态。而工业遗存的发展
蝶变历程，保护利用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产业
转型与城市建设的成就、价值与意义，也都浓
缩在千字文里。

一次新尝试，实现大融合

　　如果将融媒体产品制作链比作一串项
链，那么串起一颗颗珍珠的，便是融媒体思维
这条主线。《打卡工业遗存》栏目不仅在报道
形态上突出融媒体化，也将融媒体思维运用
于产品制作全过程，建立了完善的融媒体产
品策划、采集、加工制作的全链条，实现编采
两端以及跨部门、跨地域的报道主体大融合。
开栏至今，新华社 19 个国内分社的近百位
文字、摄影、音视频记者和编辑参与采访和
制作。
　　栏目产品不仅被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经
济网、澎湃新闻、学习强国等网媒广泛转载，
还在科技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改革报等多
家纸媒刊载，先后 5 次登上报纸头版，8 次登
上新华每日电讯，媒体采用量最高达到 375
家。产品在移动端也受到读者青睐，客户端阅
读量最高达到 923 万次，多个产品阅读量超
过 200 万次。

冬奥场馆北京首钢园有什么好玩的 ？在“锅炉房”里看戏剧是怎样的感受 ？

速来打卡！用新姿势“打开”中国工业遗存

　　新华社北京 4 月 10 日电（记者王镜宇、殷
刚）“ACE！ACE！ACE！六班加油！”4 月 8 日
中午，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分校热闹非凡，三面临着教学楼的迷你排球
场边挤满了观战的同学，楼上的教室窗口成了
视角绝佳的“包厢”。
  正在举行的是“团结杯”初一年级排球·啦
啦操联赛的决赛，对战双方是 7 班和 6 班。数
学老师李晨光和 3 名同学组成现场解说团，比
赛的画面还通过网络直播传到了无法现场观战
的家长面前。
　　排球教师李世光欣赏着自己导演的杰作，
嘴角上扬。双方激战正酣，6 班的一名队员提出
挑战“鹰眼”，理由是 7 班的队员涉嫌发球踩
线。李世光招呼来自初二年级的“鹰眼”裁判，让
他察看固定在球网上方的迷你摄像机。“鹰眼”
裁判手动“倒带”，随后给出了判罚……
　　比赛进程跌宕起伏，第一局 0：15 失利的 7
班竟然在第二局以 15：5 大获全胜。原来，为了
鼓励更多队员出场，比赛规定前两局每个班必
须派出完全不同的阵容，每套阵容均由 3 名男
生和 3 名女生组成，7 班的班主任兼领队高欣把
队中的“明星”球员李金泽留到了第二局出场。
最后的决胜局，双方精锐尽出，李金泽仍然是 7
班的头号得分手，而整体实力占优的 6 班多点
开花。在李金泽利用发球帮本队把比分追到 11：
14 之后，6 班凭借一个二次球推攻拿下赛点。
　　在赛后的冠、亚军新闻发布会上，两位同学
担任双语主持，校园小记者们向两队的 6 位代
表轮番提问。李金泽说：“虽然我们输了，但发挥
出了最好的水平，展现出了青春风采。”听着这
有板有眼的回答，现场观摩的雅典奥运会女排
冠军杨昊露出了微笑。
　　两年以前，人大附分校的绝大部分师生没

有想过排球会在他们的校园里如此“火爆”。那
时，从教 20 年的李世光刚调来这里，现在的两
块迷你排球场的位置还是一个小停车场。借着
学校要为小学部的孩子修一块运动场地的机
会，醉心于排球普及的李世光游说校领导，想在
这巴掌大的地方建两块气排球场。
　　“气排球场？两块？”校长徐利将信将疑。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他批准了李世光的计划。
　　排球场建起来了，标志杆竖起来了，排球课

开起来了。不过，排球在校园里还没有火起来。
李世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先组织教职工气
排球比赛，既把老师们对排球的热情点燃起来，
又吸引到孩子们羡慕的目光。2021 年的寒假
之前，学校宣布了要在初一年级举办排球联赛
的消息，李世光有意将一些班级的备战动态和
视频发到群里，刺激其他班级加入“军备竞赛”。
班主任们不甘落后、组织训练，家长们帮忙租场
地、当陪练。春季开学之后，学校又通过海报评

选、大屏展示等方式营造比赛氛围，第一届排
球联赛不仅成功举办，而且深受好评。
　　今年是学校举办排球联赛的第二年，初
一年级的 10 支队伍进行分组循环赛和交叉
淘汰赛，为期 12 天。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联
赛全面升级，全员参与和多学科融入是最大
的亮点。为了鼓励全员参与，组委会增设了垫
球比赛，在局间增加了啦啦操表演，没有入选
班级排球队的队员都要登场。为了让比赛更

加公平，引入了“鹰眼挑战”。新闻发布会、
现场解说、网络直播、赛事征文、比分竞猜、
运动饮食、队服设计……围绕赛事的多种
元素的融入让校园排球联赛成为吸引语
文、数学、英语、道法、美术等学科参与的

“磁场”，是名副其实的跨学科课程。
　　排球联赛不仅是春天校园里最热门的
话题，还成为师生交流的桥梁。4 月 7 日，
决赛前一天，学校进行了由学生全明星队
和教师队参加的师生友谊赛，校长徐利和
副校长沙晓彤都披挂上阵，结果老师队 2：
3 惜败。在比赛间歇，由老师们组成的啦啦
操队还为同学们带来了表演。
　　徐利感叹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没想
到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校园排球联赛能够办
得这么成功。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实现
排球和体育价值的最大化，为“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育人目标服
务。“我们的特色是全学科参与，一个学科撬
动 12 个学科。依我看，体教融合应该是体育
学科和其它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学科融合
是最大的收获，也给了我们最大的信心。”
  在徐利看来，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带来
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触动，12 天的排
球比赛让孩子们得到了全方位的成长，达
成了“以体育人”的效果。
　　“人分是一所‘有限学校’，总共 20239
平米要承载 1619 个学生，怎么样能让孩
子在每平方米的土地上有所成长？排球课
给了我启发和信心。‘双减’之下，我们要让
孩子回归本真，拿出更多精力发现自己、获
得成长。”徐利说。
　　“酣畅淋漓地玩，全力以赴地学。”徐校
长带着他的老师们和孩子们，在这有限的
校园中，追寻着无限的梦想。

“鹰眼回放”判罚 局间啦啦操表演 赛后双语发布会 全程网络直播

这 样 的 校 园 排 球 联 赛 你 值 得 拥 有 ！

▲ 4 月 8 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举行的“团结杯”排球·啦啦操联赛的决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殷刚摄

　　▲ 4 月 8 日，体育老师祁宏鹰（左）在
指导小学部的学生练习排球。

　　▲ 4 月 8 日，啦啦操队员在“团结杯”
排球·啦啦操联赛上表演。

  扫描二维码，浏览新华
社融媒报道《这样的校园排
球联赛你值得拥有！》

创作者说

　　就像时下流行的“点评类”社交媒体一
样，我们也在用图片和文字分享给读者“新
华点评”，用图片指引大家去这些好看又好
玩的地方打卡，然后用自己的手机或相机
记录属于他们的“打卡工业遗存”。好的报
道是一种分享，好的海报可以让我们的分
享引人入胜、身临其境，让“前世今生”的故
事更深刻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

——— 新华社摄影部
图表新闻编辑室编辑卢哲

　　参与《打卡工业遗存》栏目报道像是玩
了一把沉浸式的“大富翁”游戏。面对重庆
工业遗存这张大地图，我摇着骰子，待骰子
落定在一个地方后，带着摄像机等装备，前
往目的地，开始探索里面的故事。
　　我走进的是重庆钢铁公司第四钢铁
厂。看电影行业如何让老钢铁厂重焕生机，
我产生了很奇妙的感觉。镜头仿佛不再是
镜头，我们不再是我们，记者、镜头、采访对
象共同组成了一座桥梁，搭在过去和未来
的中间。而桥的下方，是千万个个体故事汇
成的洪流，纵使有些可能被人遗忘，但依然
汹涌流动。

——— 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陈青冰

　　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工业史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张之洞、“汉阳造”、十里工业长
廊，这些耳熟能详的工业元素都镌刻在这
座百年老厂的时代记忆中。我找到遗址改
造项目的总设计师，与他边走边看，聊每一
处角落里的历史故事，听他讲解园区的改
变。当我与读者站在同样的视角观赏、倾
听、提问，就更好地契合了读者的需求。
　　以文字传情，以视听动人，讲好百年铁厂
前世今生的故事，敬畏与创新都不可或缺。

——— 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邓楠

　　讲述工业遗存蝶变，也是一次“以小切
口讲大道理”的生动实践。在杨浦滨江，看
到一座座厂房变为时尚地标，曾经冒着浓
烟的生产车间，如今绿树环绕、鸟语花香，
人们近悦远来；再加上历史资料的收集整
理，记者在采访中就能深深感受到什么是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
为什么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在这
样真实强烈的感受下，记者才能完成生动
又深入的报道，讲好中国故事。

———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陈爱平

  扫描二维码，看《打卡工
业遗存》栏目多期合辑《这些
“重生”的工业遗存，你被哪
个种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