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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工 业 区 蝶 变 都 市 新 城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
工业上楼

﹄
破解用地难题杨阳腾

湖北宜昌，船舶有序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今年 8 月，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共运行 965

闸次，通过船舶 3737 艘次，过闸货运量超过 1571 万吨。 郑家裕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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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西省南昌市的“南大门”，青云谱

区是江西现代工业的摇篮，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架飞机在这腾空而起，第一辆摩托车在

这组装完毕⋯⋯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留

下过浓墨重彩的篇章。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经

济结构调整升级，青云谱区内大型工业企业

陆续退城进园，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转变发展模式，实现产业重塑？青云谱

区坚持规划先行，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活化

利用工业遗存，培育都市工业、打造文旅产

业、提升城市功能，昔日的老工业区，正快步

迈向现代化都市新城。

都市产业“兴”起来

提起青云谱昌南片区，南昌的工业记忆

会在很多人脑海中浮现。以航空工业洪都、

江铃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企，曾经带动周边

企业和城市的繁荣。随着城市区域功能的

调整，这片区域没有了以前的繁荣，甚至有

些冷寂，但去年以来，随着“腾笼换鸟”的推

进，这里又重新热闹起来。

在拓塬钢铁厂旧址上拔地而起的海凭

国际南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正在成为青

云谱工业经济重返繁荣的“新地标”。“产业

园总投资 20 亿元，将被打造成集医疗器械

研发、孵化、生产、经营、交易展示、受托生产

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性园区，项目一期预计

于 2024 年上半年实现交付，全部建成后将

引入企业 800 余家，年产值可达 150 亿元，对

集聚领域内企业在南昌延链发展有极大促

进作用。”海凭南昌园总经理何丽红介绍。

“从传统老工业区向中心主城区转变，

必然导致工业发展要素资源受到制约，引导

城市发展由追求增量扩面向挖潜存量提质

转变，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青云谱区委书记叶

修堂介绍，青云谱区以盘活低效闲置工业用

地为抓手，以打造区域主导产业集群为目

标，立足于全区都市工业发展重点领域和空

间布局，制定了“产业地图”和“招商地图”，

在经济转型中努力寻找新的发力点。

该区把“工业上楼”和有孵化能力的生产

性服务业作为都市工业发展重点方向，坚持

以产业创新为动能，抢占物联网、5G、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数字经济产业未来赛道，以“2.5

产业”破局，实现“工业青云谱”到“数字青云

谱”未来产业迭代，打造“未来之城”。目前已

引进培育数字经济重点企业 41 家，其中规上

数字经济企业22家。依托千亿元建筑科技产

业园，布局创意设计、施工监理、劳务派遣、法

律咨询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围绕医疗器械、医

药物流、医美产业，着力招大引强，丰富上下

游产业，持续做强大健康产业链。预计到今

年年底，将累计引进投资1亿元以上都市工业

项目5个，3000万元以上项目17个。

工业遗产“活”起来

斑驳的捻线机等纺纱设备巧妙嵌入文

创混搭空间，充满历史记忆的老旧仓库变身

风格独特的动漫影视公司⋯⋯在 1962 文创

园，新旧交织、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场景随处

可见。

“‘1962’这个名字的灵感源自其前身南

昌大众印染总厂的建厂时间——1962 年。”

青云谱区徐家坊街道办事处主任郑杨介绍，

原南昌大众印染总厂总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

方米，生产的纯棉、涤棉等产品曾一度畅销

全国各地。

“时代的洪流让大众印染总厂逐渐沉

寂，但它留下来的厂房、车间、设备代表着一

个时代的技术价值和文化印记，记录着南昌

的创业史和工业化进程，是值得利用的独特

文化资源。”郑杨告诉记者，2022 年，青云谱

区遵循“修旧如旧”的建设理念，在保持工业

生产旧时风貌的基础上，对博览、文旅、休闲

等公共服务功能进行完善，将这里打造成以

“多元文化、工业遗产、现代创作”为特色的

潮流聚集区。自 2023 年初全面开园以来，

1962 文创园的月游客量达 10 万人次，预计

将实现年营收超 10 亿元。

不仅是南昌大众印染总厂重焕青春，青

云谱区还利用好洪都、江铃等老厂区腾退的

发展空间，着力塑造城市品牌。按照“文

创+科创”的目标定位，科学谋划洪都老厂

区内“八角亭”“飞机总装车间”等老厂房使

用，留住洪都航空历史文化记忆，引入文化

创意、军民融合、工业设计等新业态，打造老

工业区转型升级样板。

如今，南昌塑料八厂变身为 1985 数字

文化创意产业园，紫光药业老厂区变身为新

动力青创空间，原长兴物流变身为“京 3+”

创意文创产业园，阳光乳业老办公楼变身为

工业旅游中心⋯⋯青云谱区一处处荒芜多

年的老厂区正涅槃重生，成为游人如织的网

红打卡地。

“近年来，青云谱区丰富的工业历史文

化底蕴吸引了 150 余批全国知名文旅企业

前来实地考察，成功引进文旅项目 10 个，项

目总投资达 70 亿元。”青云谱区委副书记、

区长汪众华说，要着力处理好遗存保护与产

业升级、社会发展的关系，让更多工业遗产

活起来、火下去。

城市品质“提”起来

初秋时节，青云谱区广州路西延、上海

路南延工程正火热推进。此前，受洪都老工

业区、机场及村庄的阻隔，这片区域缺少南

北向主干通道，项目完工后，将完善区内“四

横六纵”交通体系，实现 5 分钟“上高架、进

环线”，将进一步夯实青云谱在南昌都市圈

“承东连西、引北接南”的战略支点地位。

“内联外通的大交通格局是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基础。”叶修堂

介绍，近年来，青云谱区秉承“精心规划、精

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理念，加快完

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谋篇布局，高

标准补齐短板，以突出功能品质提升全力树

立未来都市新标杆。

2019 年，青云谱区邀请清华同衡规划

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高标

准编制《南昌市青云谱区核心区保护与更新

系列规划》，明确以“铭记航空历史、引领科

创未来、面向城市生活”为发展定位，以保留

城市建设记忆为展现新时代城市特色的重

要抓手，同时综合考虑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

形态和功能需求，推动以洪都为核心的青云

谱核心区向城市综合功能区转型升级，使该

片区成为未来南昌城市结构性提升、老工业

区用地更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示范。

截至目前，青云谱区总投资 60 亿元，

用于洪都老工业住宅区改造、路网、航空

文化园等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打造航空元

素社区广场，在“边角料”空地上设置健

身器械，将废弃绿化带变成儿童乐园，重

新规划装饰老旧店面⋯⋯如今，走进洪都

老工业住宅区，特色鲜明的老建筑、航空

雕塑让人眼前一亮，一辆辆小汽车停放得

整整齐齐，休闲广场上的居民或运动健身

或聊天遛弯。“这里过去房前屋后又脏又

乱，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这两年提

升改造后，生活环境大变样，我们别提多

高兴了。”居民熊早菊对记者说。

老工业住宅区提升改造不仅提升了城

市“颜值”、推动了城市更新，还让居民转角

遇见“幸福”。以此为契机，青云谱区着力完

善老工业住宅区“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居

民出门步行 15 分钟内，社区医院、口袋公

园、健身点、便利市场等应有尽有，“衣食住

行，文体教卫”等生活日常所需均能得到满

足，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青云谱区

承载了历史记忆，更迎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随着环境不断改善、配套不断健全，各类人

才纷至沓来。

为构建起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人才“雁阵”，青云谱区推出“为雁筑巢、引雁

归来、助雁奋飞”等举措，率先成立创新创业

基金，吸引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和创业

人才；创新打造“青云智聘”就业服务平台，

数字赋能“百场校招”，通过帮助 1 万余名大

学生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用好“人才 10

条”等政策，以最优的政策吸引更多高层次

人才和团队来青云谱创业创新。

“未来，我们将坚持以生态为底色、人文

为灵魂，推动老工业区城市更新，将青云谱

区打造成为生产空间宜业高效、生活空间宜

居幸福、生态空间宜游秀美的‘生态人文都

市区’。”叶修堂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线城市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土地资源日趋紧张，

导致一些地区工业用地存在供应紧缺

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新兴产业的快

速崛起、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新

型建造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土地集约

利用有了新的可能，为各地破解用地

难、提升产业发展能效提供了新方

法、新手段。

自去年年底以来，深圳相继推

出了“工业上楼”行动计划，发布

“ 工 业 上 楼 ” 项 目 审 批 实 施 方 案 。

“工业上楼”是指让企业在高层楼房

中进行工业生产的一种产业新空间

模式。当前，“工业上楼”模式已在

各地逐步推广，并陆续推出相关政

策和实施细则，这无疑是一种破解

工业用地难题、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的新路径。

首先，需要注意“工业上楼”应

深刻把握工业企业发展的痛点和需

求。处于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企业

对生产工艺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且

厂房租金与企业能否实现长期、稳定

的可持续运营密切相关。推进“工业

上楼”要有前瞻性布局，避免盲目建

设。在前期设计中，要有清晰的产业

定位，前置实施招商引资计划，全面

厘清企业生产所需；在实际建设中，

要从生产环节、空间规划、物流运输

等各角度，建设个性化、多元化的功

能空间，使之与企业生产实际相适

配，并逐步探索形成标准化的规划建

设模式；在后期运营中，还应突出

“工业上楼”公共属性，制定出台相

应的租金补贴政策，让工业企业能够

“租得起”“住得下”。正如深圳提出

的“量体裁衣”“一企一案”等建设

模式，“低成本开发+高质量建设+准成本提供”的供给模式，

以及“可租可售”的灵活模式，尽最大可能满足企业生产与发

展需求。

其次，“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探索“工业上楼”的重要

议题。“工业上楼”不是简单地建设“摩天工厂”“空中厂

房”，而是探索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新型空间载体，其

目标群体是处于发展之中且未达到独立拿地标准的中小型成长

企业。当这些企业有了自主稳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后，必然会与

周边区域形成密切的产业联动，带动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集

聚。由此可见，“工业上楼”作为新型集约化的产业空间，园

区的建成仅是产业发展的起点，应破除传统粗放式工业园区管

理模式，通过实施精细化服务体系，围绕城市产业规划和布

局，持续强化园区产业特色，避免同质化企业招引，以企业梯

度化发展培育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最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工业上楼”的目

标。高效集约、稳定的产业空间是吸引企业入驻的前提条

件，完善的产业生态保障体系是形成产业虹吸力的根本所

在。应从基础设施配套、产业配套、人才吸引、营商环境优

化等多维度着手，不断丰富园区内涵，搭建涵盖智力支持、

科研创新、投融资等在内的创新服务平台，持续提升产业发

展能效，逐步构建并完善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

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以此实现

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双聚集、双提升，从而为工业提质增

效夯实根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能。

长春推出 12 条支持政策——

促 进 影 视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本报记者 马洪超

为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影视企业

做大做强，吉林省长春市日前制定出台关于促进

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包括 12 条具体

举措，共 30 个政策点。长春市副市长赵显表示，政

策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为核心，聚焦零门槛进入、

降成本吸引、控风险保护、奖成果激励 4 个方面。

比如，为吸引企业聚集长春，对新设立的企

业，年营业收入达 200 万元以上的，补助其收入的

1.5%，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对新设立从事服化道

企业、影视后期制作企业、影视外景地开发

利用进行文旅经营企业，年营业收入 200 万

元以上的，补助其收入的 2%，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又如，补助在吉林省拍摄的剧组，在长春

注册、备案且拍摄期间发生的制作配套费用

超过 100 万元（含）的，凭合法有效凭证给予剧

组 1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与以往影视产业扶持政策相比，此次扶

持力度更大，措施更具体更务实，对激发重点

影视项目、带动产业生态将起到促进作用。”赵

显说。

长春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

影制片厂是长春市重要的文化地标。长影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庄严表示，近年来，长影集团抢

抓中国电影市场发展黄金期，全力推动影视精品

创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围绕“出好片

子”这一中心任务，长影集团主动参与重点影视项

目创作，积极寻找经济效益显著增长的商业片合

作项目，全力提升长影原创自产能力，用优秀作品

擦亮长影金字招牌。

近年来，长春净月高新区紧紧围绕影视产业高

质量发展，在 1051 平方公里的长春国际影都板块

上，规划了占地 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高标准建设集

影视拍摄、文旅、教育、孵化、总部、5G数字于一体的

六大基地，打造涵盖影视全产业链的生态圈。

万达投资集团北区副总裁兼长春城市公司总

经理李景文介绍，万达在这一核心区内建设星级酒

店群、万达茂、影视拍摄基地，积极助力长春影视产

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影视拍摄基地占地面积 70万

平 方 米 ，

规划 30 座国际超一流摄

影棚，能够满足国际剧组拍摄需求。目

前 20 座摄影棚主体结构封顶，首期 3 座摄影棚及

5 个附属用房计划于 2024年 5月 1日投入使用。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吕东表示，净月高新区近年来着力整合优势影视

资源、营造良好的影视拍摄氛围，汇聚影视上下游

企业，推动吉林影视工业化体系建设，本着“引剧

组、促服务、育产业、兴市场”的原则，重点打造长

春国际影都影视产业服务平台（影视外景资源库、

影视资源信息库和影视服务全流程管理体系），面

向社会免费提供影视制作便利化服务。平台建成

后，将进一步完善吉林省影视制作产业链条，构建

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影视摄制服务体系。

据悉，位于长春净月高新区的影视文创孵化

园项目建成后，将积极培育引入一批相关院校及

影视制作企业，打造影视创新创业生态圈，以“影

视+”为引擎，融合影视文化与文旅产业，助推长春

市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长春市政府一级巡视员王希田表示，长春将

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环境，吸引影视业优秀人才向

长春聚集，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影视业软

实力；进一步搭建平台、畅通渠道，通过建链、补

链、强链，引导影视产业链上下游良性对接，推动

资源要素有效配置；进一步研究制定帮扶政策，健

全资本、市场、人才等支撑体系，促进长春市影视

产业转型升级，为长春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的南昌王府井购物中心已成为新的商业标杆和城市名片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的南昌王府井购物中心已成为新的商业标杆和城市名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