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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闲置工厂到“微红”街区
“天纺1978·生活艺术街区”

策划/蒋胜金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旷昆红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杨浦区考察时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杨浦区考察时强调，，要把要把““工业锈工业锈
带带””变成变成““生活秀带生活秀带””。。近年来近年来，，有不少闲置工厂通过有不少闲置工厂通过““腾笼换鸟腾笼换鸟””得以活化得以活化，，
各地结合工矿遗存自身特点各地结合工矿遗存自身特点，，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唤醒方式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唤醒方式，，成为吸引大家成为吸引大家
目光的网红街区目光的网红街区。。

55月月3030日日，，新华社文刊介绍了中国最大毛巾厂新华社文刊介绍了中国最大毛巾厂““旧厂房旧厂房””变成变成““新地标新地标””
的做法的做法。。

株洲株洲，，作为一座工业城市作为一座工业城市，，有不少老工厂有不少老工厂，，这些老工厂该何去何从这些老工厂该何去何从？？本期本期““网红株洲网红株洲””栏目栏目，，记者走进市棉记者走进市棉
纺厂纺厂。。这个闲置工厂建于这个闲置工厂建于19781978年年，，最近最近77年年，，经过自由经过自由““生长生长””，，已有些许网红气质已有些许网红气质。。我们深入肌理我们深入肌理，，了解棉纺了解棉纺
厂曾经的高光时刻厂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形成网红街区优势条件以及形成网红街区优势条件、、目前所做的工作目前所做的工作、、不足和需要努力的诸多方面不足和需要努力的诸多方面。。

知名餐饮企业进驻，烟火气、文艺
气息都来了

旧貌不变，岁月的痕迹和昔日的辉煌依稀
可见。这样规模的老厂区，在河东老城区并不
罕见，但对河西新城来说，显得尤为珍贵。2015
年，因其便利的交通位置、周围人口的增多及保
留完整的厂区，棉纺厂吸引了盛世芙蓉、山里红
等一批知名餐饮企业进驻。

工厂的原文体中心被改造成了食客传奇文化
主题餐厅：工业风气息浓厚的卡车大门，餐厅里的
钢铁水管机器人模型和墙上挂着的棉纺厂工业生
产老照片……历史和当下融合在一起。

如果说餐饮企业给棉纺厂带来了烟火气，随后
而 至 的 声
色艺术工厂
则让棉纺厂
在保留工厂
痕迹的前提
下“文艺”起
来 ，也“ 有
趣”起来。

为 了 陪
伴在株洲上
学 的 孩 子 ，
2015年，谢勇
来 到 株 洲 创
业。当他走到
棉纺厂机修车
间时，被这里
保留的历史感
所吸引，打算
将其打造成株
洲 的“798”。
虽不是株洲人，
但谢勇对株洲
深厚的工业历
史有一定的了
解。在他看来，
如果能从文旅融
合的角度，深入
挖掘工业文明和
城市记忆，和时
下年轻人关注的
点做好结合文章，封存在档案馆和博物馆里的城市历史就会活起
来，“也能吸引年轻人留在株洲，了解株洲，爱上株洲。”

改造后的机修车间，取名声色艺术工厂，保留了机器和车间
原有的粗犷风格，绿植、装饰画和雕塑点缀在角落，旨在“赋苍白
以声色，让艺术更生活”。作为株洲首个文化创意创业空间，立马
吸引了 20 多个文艺创客团队入驻，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圣地。
2016年，这里还被评为国家级众创空间。短短几年，这里举办了
320 多场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小红书 App 和大众点评 App
上，不少网友图文并茂地写下真实体验。

以声色艺术工厂为中心，年轻人热衷的小酒馆、炸炸社、甜品店
先后入驻。天福炸炸社的老板是个摄影师，开了间炸炸社，搪瓷盆、
竹椅、矮桌，这家卖炸货的小店颇有复古的感觉。

市民小谢有空就会来棉纺厂街区。在她看来，这里好停车，最主
要的是这些小店的东西味道不错，装修氛围感十足，拍照好看。

菜市场大概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2018年1月底，同样在闲置
废旧厂房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天纺农贸市场投入使用，拥有400余个经
营摊位和300余个经营门面，拥有蔬菜水果、干调粮油、冻品肉类等七
大功能分区，二十种细分业态覆盖农副产品全产业链。

沉寂了近20年后，棉纺厂迎来了第二次生命，自由地“长”成一个
文艺范兼具市井味的文化生活艺术街区。

▲市民在声色艺术工厂开展社团活动。

高光时刻

“出道即巅峰”，
产品出口 20 多
个国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河西，几乎全是园
艺场的地盘，负责企事
业单位的蔬菜、家禽供
给。

为了解决回城知青
的就业问题，1978 年 6
月，市棉纺厂在河西破
土动工，占地 22.1 万平
方米，除了生产车间，家
属宿舍、单身宿舍、学
校、医务室、车队、幼儿
园、公安科、护厂队、消
防队、商店等一应俱全。
在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
河西占地面积最大的工
厂。

在株洲棉纺厂退休
职工仇民主的记忆中，工
厂“出道即巅峰”，成为株
洲乃至湖南首批出口产品
专业生产厂之一，产品远
销20多个国家。

产品严重滞销，陷入
长达近20年的沉寂

因待遇好，棉纺厂成为
女生削尖脑袋想要进的工
厂，女工也是婚恋市场的

“香饽饽”。然而，这样的风
光没有持续多久，1989年前
后，受国际环境影响，产品无
法再出口。转内销后，严重
滞销。尔后，历经破产改组、
股份制改造，棉纺厂多次挣
扎仍无起色，空留偌大的一
块地盘，见证着曾经的辉煌。

棉纺厂成了被世人遗忘
的角落，陷入长达近 20 年的
沉寂，闲置的厂房只能以极其
低廉的价格出租出去做仓库。

2013年3月，市中心医院
搬到了棉纺厂对面，城市的基
础建设也延伸到这个区域。
随后几年，中心医院周边小区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交通带来
了人流，人流带来了购买力，棉
纺厂商业潜力凸显。

风光不再

街区生态单调，缺少整体规划
和设计

老棉纺厂的味道，是凤凰单车带着清
脆铃声擦身而过；是母亲在车间里手脚麻
利地纺纱；是食堂葱香四溢用油纸包裹的
月饼，简单质朴的油纸下，是一代人难以忘
怀的记忆。

要准确描述新生的棉纺厂，大家却觉得
很难。有快捷酒店却没特色，远不如时下流
行的民宿符合年轻人的调性；餐厅也不少，但
装修风格相似，口味接近，不够新奇，没有差
异性特色。

业内人士表示，网红街区的魅力除了网红
店铺，街区空间氛围营造和公共空间的挖掘就
很重要。通过设计强化空间的记忆点，比如大
树、建筑、鲜花等构成营造空间的氛围；通过举
办集市、文化分享沙龙、音乐节等各类活动，加
强对公共空间的体验打造，为游客提供更多的
打卡点，才能让街区真正“红”起来，“红”下去。

作为国家级创客空间，声色艺术工厂运营团
队对街区公共空间的打造充满了想象，比如深挖
棉纺厂历史，打造棉纺厂博物馆，再结合株洲的
服装产业，引入服装私人定制、纺沙、染布等体验
活动，可以让街区变得更好玩，和年轻人更有黏
性，但他们只能疲于应对重建基础设施的现
实。谢勇介绍，这些年，他花了大量精力修门前
的路，重走室内的电线以及更换漏风的窗户。

如今，棉纺厂街区面临着商家生态单调，布
局凌乱，缺乏整体规划设计，没有地标性记忆
点，没有驻足长留、逐一探访冲动的尴尬局面。
离大家所期待的网红街区，似乎还差着临门一
脚。

受访者普遍认为，没钱没规划是棉纺厂街
区进一步“生长”最大的掣肘。

目前棉纺厂所有者是1997年10月重组成
立的株洲天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后，公
司一直背负着 900 多名在册员工和 1000 多名
退休人员的社保、工资、下岗生活费等支出，找
钱填补这些缺口已经让公司捉襟见肘，“历史
欠账太多，我们最紧迫的还是活下去。”要公司
谋求转型，成为一家街区整体运营公司，对街

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没精力没想法更没人才。
对于将街区整体打造，引进专业团队和民间资

本，进行市场化包装运营，天元区文旅广体局负责
人表示，体量这么大的项目，非一个局可以操盘。

事实上，5年前，棉纺厂生活区有过一次来钱的
机会。大岭社区党总支书记谢勤建介绍，2017年，
天元区打算对棉纺厂生活区 1—10 栋进行老旧小
区改造，有 500 万元的资金，但需要 75%以上的居
民同意，“我组织开了 11 次会，大家都盼着整体拆
迁，不想改造，最后因为没达到同意人数，只能放
弃。”提到此事，谢勤建无不惋惜。

湖南工业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士生导师杨
鹏飞说，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先是解决需不需
要的问题，要尊重市场规律，从需求端来考虑，有了
合适的土壤才行。再是如何打造的问题，街区定位
很重要，需求端决定了定位，街区和产业结合，再把
文化植入到街区业态中，比如做虾子的小店，做好虾
子是本职，然后才是一只“有文化的虾子”，文化只是
锦上添花。

最大掣肘

出台措施培育工业旅游等
新业态、新模式

短短几年时间里，靠着民间力
量，棉纺厂形成了如今的轮廓，生动
地体现了市井街区文化，这在天元
区乃至我市都不多见。

尽管没钱开展大手笔改造，大岭
社区和天元区文旅广体局在一点点
地进行“微改造”。

谢勤建找来了棉纺厂一组历史
报道，涂鸦在棉纺厂宿舍区的老楼墙
上。爱好收藏的仇民主，说要找地方
建藏品馆，谢勤建在社区办公楼专门
辟出一块空间，给3000来件藏品提供
一个展示株洲历史文化的地方。

天元区文旅广体局负责人介绍，棉
纺厂街区的位置优越，紧临湘江，又挨
着神农城景区，“棉纺厂能成为城市休
闲路线中重要的一环。”

今年年初，天元区文旅广体局为街
区“正名”，正式提出了“天纺1978·生活艺术街区”的
概念（注：市棉纺厂始建于1978年），在入口处做了醒
目的招牌，做了街区地图，并根据功能和业态的不同，
从 A 到 E 的分区，在每个街区入口统一了指示牌，在
文艺小店集中的C区做了二级标识牌。近期，天元区
文旅广体局还将为街区做一系列推广活动。比如，曾
有书法家在菜市场办了书法展，“我们还打算在菜市
场办画展。”该负责人介绍。

我们在近期召开全市文旅调研座谈会看到了曙
光。讨论稿中，提出了推进“特色街区+旅游”和“工
业+旅游”，并提到了加强工业遗产、工业历史建筑活
化利用，培育工业旅游、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新业
态、新模式，促进工业遗产从生产性资源转向生活
化创意空间，并建议对工业旅游发展安排专项扶持
资金。除此之外，还对文旅品牌创建等进行分类分
级的奖励。由此可见，随着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
对老厂房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废旧厂房打造成了文创园区 社会效益兼具经济效益

发展机遇

▲▲今年今年，，天元区文旅广体局为街区统一做了天元区文旅广体局为街区统一做了
指示牌指示牌。。

▲▲在入口处在入口处，，竖立着天纺竖立着天纺19781978文化文化··生活生活··艺术街区的牌子艺术街区的牌子。。

▲▲声色艺术工厂一角声色艺术工厂一角。。

他山之石

将老厂房、批发市场改造成网红打卡地或文创基地，是企业意愿、
政府推动、社会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果，很多城市都在尝试，很多城市都
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记者选取了两个老厂区改造成功的典型案例。

位于西安市雁塔区的“际华3511文创科技园”原址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三五一一工厂，曾担当过中国最大毛巾厂的角色，为军需工业
和陕西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创汇作出过重要贡献。

如今，通过对工业遗产的活化设计与更新再造，旧厂区变身为一
个集生鲜超市、生活零售、餐饮、观赏鱼市、文创花卉、周末创意集市等
多元创新业态的“新型社区中心”，为园区附近3公里内的近40万居民
提供了休闲好去处，也成为市民竞相打卡的“朋友圈新宠”，使老工业
遗址焕发出社区经济新活力。

福建省泉州市面粉厂、麻纺厂等几家老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停产
后一度荒芜沉寂，被分割出租给小企业和外来工，归属泉州国资委辖
下的中侨集团。2010年，创新传媒与中侨集团、泉州民企筑城设计机
构达成协议，三方合资成立了一家文化创意运营公司，以源和堂等老
厂房为载体，打造了“源和1916创意产业园”。按照“土地性质不变，产
权不变，主建筑风格不变”的三不变原则，对建筑外部进行必要的改
造、修补、装饰，注入新的创意产业元素。2015年12月，这里被评为国
家4A级景区。改造前，旧厂房、旧仓库租赁给一些个体户，年收入仅
几百万元。一期改造后，年实现产值2亿元，税收1600万元。整个园
区改造完成后，入驻企业达到300多家，年产值16亿元，税收1.5亿元。

制图/胡兴鑫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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