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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2025〕30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市政协
十四届三次会议第 0450 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许云倩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上海宝钢区域已荒废工业遗址如何借鉴北

京首钢园的华丽转身经验重生焕新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

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吴淞创新城宝钢区域工业遗存相关设想

在 2024年 6月 2日市政府批复的《大吴淞地区专项规划》

中，规划明确了对大吴淞地区宝钢区域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和转

型发展的要求。围绕推进上钢一厂、上钢五厂等宝钢区域工业

遗产的保护与更新工作，借鉴北京首钢的成功经验，规划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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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中均对宝钢区域进行研究并提出更新改造策略，助力宝

山区实现北转型新目标的发展阶段。一是保留工业历史遗存，

塑造历史与未来共生对话的独特风貌。延续和展示地区在城市

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化工业风貌保护和利用研究，丰富

和完善上大美院、金色炉台、炼钢厂等保留保护建筑的保护利

用。二是对于工业风貌历史遗存，坚持“以用促保、活化利用”。

重点保护钢铁生产的核心工艺流程、重要生产设备等系统性要

素，预留弹性, 体现钢铁工业遗址的历史风貌。三是推动工业

遗产所在区域转型发展，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依托蕰藻浜

及外环沿线区域布局工业文化产业区，改造工业遗址孵化文创

产业，导入设计类高校，促进设计和前沿技术的融合，聚合展

商贸一体服务中心。

二、关于宝钢区域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要求，依法依规组织实施“上

海第一钢铁厂旧址”和“上海第五钢铁厂旧址”文物专项调查，秉

持保护传承产业文脉的原则和思路，深入梳理厂区历史发展演

进和工业生产格局脉络，从历史、科学、艺术、社会文化四个

维度，构建出充分展现产业生产链条记忆的全时间轴线、全产

业链条、全工艺流程的系统保护格局，保护多样工业遗存要素，

延续产业发展时空记忆，形成文物保护对象甄别研究方案。在

活化利用研究中，秉持因地制宜、有效利用的原则，系统研究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指导实施“上海第一钢铁厂旧址”型钢

厂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将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为教育展示的公共



— 3 —

空间。以 “重走钢铁之路，激扬工业之魂” 为主题，探索形成

具有宝山特色的《一钢旧址 48处文物保护对象保护利用概念方

案》。

三、关于宝钢工业旅游资源利用相关经验

近年来，宝山区积极推进“旅游+工业”的旅游模式，创新工

业旅游产品和业态，努力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先后有 4家工业旅游景点单位（宝武集团宝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半岛 1919文创园、中国 3D打印文化博物馆、上海玻璃博

物馆）获评上海市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单位，5 家工业

旅游景点单位（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上海市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海宝示范园、智慧湾科创园、唐宋

末茶体验馆）获评上海市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达标单位，3

条旅游线路（宝钢工业游、宝山百年吴淞探寻之旅、滨江邮轮

港口参观游）入选上海市工业旅游深度体验线路，通过重温厚

重的工业文化底蕴，赓续宝山城市文脉。

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工业旅游起步于 1997 年，2002 年作为

上海市工业旅游点向社会开放，2004年获评全国首批工业旅游

示范点。依托丰富的钢铁工业资源及多年工业旅游的经验积累，

2023年 12月 28日，宝钢工业游焕新升级宝钢工业创享园并正

式对外开放。以“三馆”“四廊”“五景”“六观”为核心的工业旅游

产品体系，结合社会大众不同的参观需求，开辟了多条旅游路

线。其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宝钢工业之旅成功入选“乐游上

海”2023 年度最受游客欢迎的十条旅游线路。依托丰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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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造生产、生态景观资源，景区形成了入口印象区、初

心文化园区、生产工艺区三个景观区域、二十余处景点和七十

余处景观，让游客多维度沉浸式感受宝山基地的人文风采、产

业风采、园区风采，体验一程不止所见的钢铁工业创享之旅。

未来，这里将与上海长滩、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联动发展，

打造“刚柔并济”的宝山新名片。

四、关于上海工博馆（体系）“中央展厅”的初步设想

宝山有着悠久的工业历史。宝山自古就是航运、商贸重要

集聚地。近代两次吴淞开埠，开创了“百年开埠、百年工业、百

年市政、百年军事、百年教育”五个百年基业。吴淞工业区不锈

钢区域集聚了大量工业遗存，是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

祥地之一，同时作为吴淞创新城核心功能承载区，可体现从“历

史遗存”走向“未来体验”。拟在吴淞区域选址建设上海工博馆

（体系）“中央展厅”。

上海工博馆（体系）“中央展厅”依托宝钢不锈钢、吴淞煤

气厂、申能等工业遗存，具备以大空间体量汇聚国之重器和原

真展品的能力，拟打造室内外展陈相结合、特种藏品丰富的工

业博览基地。一是强化数字化赋能。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数字

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数字化激活城市工业遗产，以创新

力延续历史脉络，让参访者从“大屏前”到“身临其境”，打造具

有更强体验感、互动性、趣味性的新型博物馆。二是优化多功

能叠加。注重工业、科技、艺术、生活的结合之美，开放式、

多元化演绎“活”的历史，多层次、互动式展陈“新”的未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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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展+论坛+文娱+科普+观览”等多样化功能，展陈上海工

业、吴淞工业、钢铁工业的传承与创新，设立前沿高科技产品

的展示区，并通过与中央钢铁公园、上大美院、金色炉台会博

中心、玻璃博物馆、节能环保园等功能型项目形成互补联动，

打造工业旅游的新地标、工业记忆的承载地和工业科技文化的

会客厅。三是深挖工业资源。深入分析、科学论证宝山独有的

钢铁工业遗产特点，借助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契机，加强宝山

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积极打造上海钢铁工业遗产活态保护与

活化利用创新实践区。持续激发区域资源优势，设计推广多方

融合的精品产品，带动宝山工业旅游再次实现提质增效。同时

联动周边富有工业文明气质的商业文化场馆，吸引更多优质行

业集聚而来，带动地区转型发展。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5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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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4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