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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延边盛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00559750099F）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姓
名：许波）、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
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长春市列为工业遗产保护名
录的共有20处

长春市工业遗产不仅是长春城
市建设发展的经济基础，也记录了
长春乃至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历程
和城市近现代化发展的轨迹，更是
长春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着长春人民对国家、社会强烈的
责任感和对老工厂和企业深厚的情
感。长春工业遗产及其厂区建筑特
色鲜明，遗存丰富，整体空间与建
（构）筑格局完整、建筑技术先进，具
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产业风貌特色。
目前可列为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共
20处。基本涵盖了长春市近代、现
代工业发展重要历史阶段具有代表
性的工业历史遗存。

据了解，现存工业企业主要分
为三类，一是继续从事生产工作、维
持原有的使用功能；二是企业已破
产，遗留下的厂房己不从事原有的
生产功能，且租用给一些小型企业
进行其他生产用途；三是企业已搬
迁或己废弃的工厂，处于闲置状态
的厂房。

长春市很多工业遗存，是中国
工业遗产中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
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文化价值。但是在工业遗产保护
中，面临诸多困难。一是保护对象
不成体系。工业遗产在传统的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中的定位仍然不够清
晰，没有赋予工业遗产相应的法定
地位，单独采取“冻结式保护”与“过
度改造”都不可取，同样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惯用的保护利用措施
不一定适合于工业遗产。二是保护
管理政策缺失。工业遗产保护缺乏
政策的引导和规范，没有形成工业
遗产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工业遗
产拆除、转租、闲置现象普遍存在，
一些简单的商业利用模式缺乏有效
的引导，往往对工业遗产的风貌特
征和结构安全造成破坏。三是保护
利用模式单一。

目前，仍然采取“自下而上”的
个案式工业遗产活化及碎片化的保
护方式，缺乏整体统筹，不利于城市
工业历史记忆的整体保护和展示。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
需要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框架下，
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共同推进、协
同保护。

支持长春拖拉机厂工业遗产
改造等工作

要摸清工业遗产底数，建立资
源认定管理体系。从对工业遗产的
普查摸底做起，通过对历史价值、科
技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等多方
面进行界定，确定工业遗产名录，建
立从保护规划编制、法规规章制度
到实施管理的全方面、全流程的保
护与利用体系，确保工业遗产保护
与利用的实施管理。按照重要程度
和地理区位进行分类管理，明确保
护主体，充分掌握工业遗产在城市
空间的分布位置和格局特征，确保
工业遗产的准确定位。

实施全要素保护制度，推进重
点保护单元展示。建立全要素保护
制度。一是整体层面的保护，通过

划定工业遗产风貌区，保护厂区整
体格局与核心风貌；二是建筑层面
的保护，保护厂区内的建构筑物遗
产；三是元素层面的保护，通过确定
保护元素，保护有特色的工业景观
元素与生产设备，保护厂区内的工
业元素特征。突出城市工业发展的
文化脉络，重点开展长影早期建筑、
中东铁路宽城子车站历史文化街区
等集中连片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工
作；支持一汽集团和汽开区编制生
产区和生活区的保护规划，促进一
汽早期建筑的合理开发利用；支持
长春机车厂老厂区地块产业转型升
级和长春拖拉机厂工业遗产改造工
作，提供必要的政策和技术保障。

加强投融资保障，确保工业遗
产保护落到实处。根据市以下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保障必要的工业
遗产保护资金投入，建立政府引导，
社会主体多元化投资机制、吸引民
间资本积极参与项目开发建设。在
工业遗产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坚持
公益性与经营性有机结合，强化市
场运作手段，有自我“造血”功能，经
常性的维护和营运费用要尽量做到
自给自足。避免工业遗产沦为城市
发展的历史包袱，使其转化成真正
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财富，工
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步入良性的发展
轨道。

处理好工业遗产开发与保护之
间的关系，打造城市转型新名片。
坚持把保护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明确工业遗
产是城市的财富，而非包袱，努力在
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
点和最大公约数,把保护与开发利
用更加科学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适
度利用，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
护。深入了解遗存工业遗产的建设
背景与历史文化，将文化内涵渗透表
现在现有工业遗产资源的各个层面，
形成特色，强化市场吸引力，提升工
业遗产的经济价值。明确定位，在分
析遗产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确定开发
方向和主题格调，避免盲目模仿、雷
同、抄袭现象。适度超前规划，在尊
重历史原貌，留住“时间的痕迹”的基
础上，运用成熟、先进的技术，对历史
文化价值较高的旧厂房和设备进行
创造性的深度开发，以用促保，促进
保护与开发共赢。

完善工业博物馆体系
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

要推动工业文化与新技术有机
融合，繁荣新业态新模式。将工业
文化元素和标识设施，融入到创作
生产、创意设计，加强文创产业形式
的介入以及产业格局与工业遗产分
布的融合，使长春工业遗产走向文
化产业集群化，构建长春市独特的
文创地景。发展以工业遗产为载体
的体验式旅游、研学旅行、休闲旅游
精品线路，打造“汽车—电影—公
园”、“食品加工”、“工业制造”3条工
业遗产主题旅游线路，将电影、汽
车、科技、食品加工等长春优势产业
作为主题元素融入在工业遗产旅游
线路中，形成生产、旅游、教育、休闲
一体化的工业文化旅游新模式。

充分挖掘闲置老旧工业建筑，

拓展文化生活新空间。加快伊通河
两岸和传统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和用
地更新，依托城市滨水空间、废旧铁
路、城市绿道等线性空间，串联整合
显现零散分布的工业遗产，结合城
市公共空间的塑造，将工业遗产的
保护利用融入城市生活。重点推动

“一五”时期工业遗产为重点的近现
代文物旅游区建设，加快培育一批
工业遗产旅游线路，围绕“国家历史
文化名街”——新民大街、“中国20
世纪首批工业遗产”——一汽历史
文化街区、“中国十大工业遗产旅游
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等现有
文物资源，注重从“生态”“文化”“历
史”“功能”四方面统一规划，以点带
面将工业文化融入到城市风貌之
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助推全市
旅游经济发展。以水生态文化园为
范例，依托工业遗产建设一批主题
突出的工业遗址公园、城市文化公
园等，形成融入现代设计观念、适应
当代生活方式的城市人文景观和公
共开放空间。

加强老旧工业区的产业调整和
功能置换，塑造城市文明新形象。
加强老旧工业区的产业调整和功能
置换，充分挖掘闲置老旧建筑，对其
改造再利用，植入新功能。采用多
种方式进行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
用，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
应在严格保护好外观及其用途进行
适应性改变，使其新的用途尊重其
原有格局、结构和材料特色。支持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节、艺术
节、博览会、体育比赛等交流活动相
结合，举办工业遗产主题研讨会和
工业文物交流展，拓展工业遗产的
价值普及和传播推广渠道，弘扬新
时代中国特色工业文化。实施城市
工业遗产品牌培育提升行动，形成
一批具有示范性、带动性和影响力
的工业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品牌，
提升城市品质，彰显城市特色。

完善工业博物馆体系，激发博
物馆创新活力。支持设立重要工业
遗产水文化博物馆（生态园）、中国
长春非遗创新产业园（中国非遗数
字博物馆）、专业性工业技术博物馆
等，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博物馆资源，
建设智慧博物馆。鼓励设立工业博
物馆，推动建设分行业、分区域工业
博物馆体系。调动工业博物馆利用
馆藏资源开发教育科普、文创、娱乐
产品的积极性，推出各类工业文化
主题展览、社教研学活动与文创体
验活动等，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及产
业模式。鼓励各类学校结合课程设
置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

要努力打造一批集城市记忆、
知识传播、文化创意、休闲体验为一
体的文化保护利用示范区，实现从

“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转变，
到2025年，计划实施工程项目6个，
长春拖拉机厂工业遗产改造项目，
长春电影制片厂消防工程、长春电
影制片厂安防工程、长春水文化生
态园（南岭1932）、公主岭市中东铁
路历史遗存保护利用项目和长春老
机车厂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总
投资约283.67亿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
11日到6月15日为期5天，沈
阳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
359万人，日均71.8万人，预计
客流最高峰6月14日发送旅客
85万人。为方便广大旅客端
午假期出行，沈阳局集团公司
加大运力投放，强化运输组
织，优化便民服务，努力为旅
客打造更美好的端午出行体
验。
安排加开临客62.5对
高峰日列车开行对数将达
363.5对

端午小长假恰逢2021年
全国高考结束，铁路客流将呈
现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
多流叠加的状态。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沈
阳局集团公司安排加开临客
62.5对，其中跨局直通列车16
对，包括沈阳、长春、大连、吉
林、赤峰、通辽等地途经京哈
高铁前往北京朝阳方向的15
对高铁列车，以及大连至绥芬
河方向的1对普速列车；管内
旅客列车46.5对，包括沈阳至
大连方向5对、沈阳至丹东方
向4对、长春至延吉西方向7
对、大连北至庄河北方向3.5
对、长春至白城方向3对、长春
至松原方向3对等，投入端午
假期高峰日运输的旅客列车
将达363.5对。同时，对前往
北京、上海、苍南、宁波、成都
等方向的76.5对动车组列车
实行重联运行，全力缓解旅客
出行集中的热门方向的运输
压力。

6月11、14日，加开北京
朝阳—长春西G4029次列车，

长春西—北京朝阳G4030次
列车；6月12、15日，加开北京
朝阳—长春G4409次列车；6
月11、14日，加开吉林—北京
朝阳G4410次列车，北京朝阳
—吉林G4421次列车；6月12、
15日，吉林—北京朝阳G4422
次列车。
开行多趟管内旅游列车
为游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为满足旅客的出游需求，
沈阳局集团公司认真分析旅
客出游特点，精心设计多趟旅
游线路，6月11日开行1列赤峰
南至阿尔山旅游列车，6月12
日、14日分别开行1列大连至
敦化管内旅游列车，本月还将
开行大连至赤峰南、珠斯花，
山海关至阿尔山等18列管内
旅游列车，为游客出行提供更
加丰富的选择。
强化站车便民服务
端午假期出行更加方便顺畅

端午小长假期间，沈阳局
集团公司在沈阳、长春、大连
等各大车站通过优化服务设
施、加强重点服务、开展特色
活动等方式，为旅客打造更温
馨 便 捷 的 出 行 环 境 。 在
G8078、G3678、Z12次等多趟
列车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
活动，让旅客体验列车上的别
样端午佳节。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
端午小长假加开临时旅客列
车较多，具体增开车次和售票
情况，请关注中国铁路12306
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公
告，提前安排行程，安全有序
出行。/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报道

近日，长春市发布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方案

把“工业锈带”打造成“生活秀带”
到2025年，计划实施工程项目6个，总投资约283.67亿元

为加快推进长春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改造，探索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培育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力源，根据《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发改振兴〔2020〕839号），近日，长春
市制定长春市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合理安排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保护传承、产业创新发展、城市功能提升协同共进，打
造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文化创意、休闲体验为一体的文化保护利用示范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留住
城市文化记忆，以文化振兴带动长春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转变，到
2025年，计划实施工程项目6个，总投资约283.67亿元。

沈阳铁路端午假期
加开临客62.5对助旅客出行

6月7日，长春新区发改
工信局正式发布了长春市十
一高中北湖学校小学部的核
准批复公示。学校位于盛德
大街以西，应化南路以北，
应化新路以南，与十一高中
北湖学校隔着一条中科大
街。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米，包括教
学楼、综合楼、室
内 、室 外 运 动 操

场、跑道、多功能报告厅、配
套 幼 儿 园 等 各 类 教 育 设
施。并且近期十一高中北
湖学校小学部已经动工，预
计2022年竣工交付。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长春北湖教育资源再升级
十一高小学部正式获批

2021年以来，长春市生
态环境局不断加强机动车检
验检测机构管理，紧盯“检测
数据造假、柴油货车超标排
放、违规检验检测、扰乱市场
秩序”等重点环节，深入开展
环保检验检测行业乱象整
治，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今年2月，生态环境执法
人员对全市机动车检验检测
机构进行检测数据抽查，发现
吉林省鑫亿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1月14日～19日在对5辆
机动车进行检测过程中，存在

“光吸收系数”“测试工况二氧
化碳排放浓度”“测试工况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等过程数据
异常恒定情况，出具了排气污
染物检测结果“合格”的“在用
车检验（测）报告”。

针对上述情况，长春市
生态环境局经调查核实，认

定吉林省鑫亿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出具的排放检验报
告，无法正确反映被检车辆
实际排放情况，其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有关
规定。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责令
吉林省鑫亿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
罚款10万元，并没收其违法
所得900元。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将持
续强化移动污染源监督执
法，压实企业环保责任，严厉
查处、打击未按检测标准操
作、篡改、伪造机动车排放污
染物检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违
法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确
保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高效
有序进行。/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检车企业违法出具检验报告
被处罚款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