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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望 鳒 鱼 洲

□ 郑 杨

哈尔滨火了后，各地都在蹭热点。虽

是“ 蹭 ”，也 是 八 仙 过 海 各 显 神 通 。 甘 肃

陇南一纸公开信，蹭得令人拍手称妙。

妙在何处？这篇题为《白龙江写给黑

龙江的一封信》，标题中一黑一白，有画龙

点睛的对称之妙；一江在东北最北，一江在

西北偏南，形成南北呼应之妙；两江“同名

异姓”，却攀上了“龙江好兄弟”的亲戚，有

天然亲近之妙；一江凭借冰天雪地正火，一

江以气候温润揽客，有时机恰好之妙；别人

蹭“尔滨”之火，使尽浑身解数推介冬游，陇

南则以“纸短情长”娓娓道出，有四两拨千

斤的力度之妙。

文中坦言，不是为蹭“尔滨”的热点。

但此时致信，巧就巧在“不是为蹭”也蹭着

了。如此奇招，让人们看到了秦巴山区深

处的陇南。以自然禀赋论，陇南在甘肃是

个独特的存在，属于非典型西北地区。白

龙江穿境而过汇入嘉陵江，让陇南成为甘

肃 14 个市州中，唯一全境属于长江流域的

地区，既是北方的南方，也是南方的北方。

人们说起甘肃，脑海中是“丝绸西去，

天马东来”的古道繁华，是河西走廊风云际

会、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千年厚重；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寂寥空远，是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苍

茫旷野；是“马上望祁连，奇峰高插天”的雄

浑壮阔，是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的繁衍生息

和甘南草原天高云淡的碧毯无垠；是飞天

壁画、石窟艺术的精美绝伦，是人文荟萃、

民族融合的魅力独具⋯⋯在绚烂多姿的

“甘肃班”里，陇南是个“特长生”。

宛如一柄玉如意的甘肃，镶嵌在黄土

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全境

雄壮，独秀陇南一角。从《白龙江写给黑龙

江的一封信》中，可见陇南钟灵毓秀一斑。

这扬扬 2000 字的信里，主打了一个“惊喜”。

“白弟”告“黑兄”言：“有别于你那旮沓

的寒冷干燥，陇南气候温润，中南部森林覆

盖率高达 80%以上⋯⋯大熊猫、金丝猴等

300 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陇南的深山密林

里繁衍生息。”西北地区的“天然氧吧”，还

能看到大熊猫、金丝猴，如此自然生态，惊

不惊喜、意不意外？

橄榄绿，花椒红，茶叶香。2000 多种纯

正的中药材；全国油橄榄的最佳适生区；以

麻辣鲜香著称的“大红袍”花椒，煮进全国

各地的火锅里；我国茶叶最北的产地之一，

也是甘肃唯一的产茶区⋯⋯如此多彩清

香，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惊喜陇南，不唯山水竞秀，是生态康养

胜地，其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也同样值得称

道⋯⋯”信中从秦人先祖牧马狩猎、始国东进，

讲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源出陇南；从两当兵变到红军长征途经哈

达铺，寥寥数语道出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名片。

“好水出好酒，美景遇美食。陇南人跟

东北老铁一样，热情好客，酒量了得。”致信

“吾兄”，以“白加黑”约酒的名义推出陇南

当地美酒；特色火锅、腊肠腊排、手抓羊肉，

以 及 洋 芋 搅 团 、锅 盔 等 各 种 陇 南 美 食 小

吃⋯⋯好家伙，连下酒菜都安排上了！约

的虽然是“吾兄”，但揽的却是天下客。

远隔数千公里，素昧平生，却能认下一

字之亲。不得不说，陇南这波操作，堪称

“社牛”！但细品信件，也不仅仅是蹭热点。

信中寒暄过后，便是一段“弟深知，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朝成名绝非靠花拳

绣腿以娱天下。兄的底蕴和颜值，加上东

北人天生的好客热情，天时地利人和最终

让‘ 尔 滨 ’一 跃 成 为 新 晋 现 象 级 文 旅 网

红”。从这几句话看，“白弟”是懂“黑兄”

的，而且深谙走红之道。

信尾，不仅表达出“真心想跟兄请教”

的致信目的，还自问自答，航班怎么飞，火

车怎么坐，自驾怎么走，连交通方式都安排

得明明白白的。别的不说，“宠游客”这招，

陇南算是学到位了。

信写了，热点算是蹭上了；人来了，热

点才算是蹭成了。去陇南，约吗？

白龙江给黑龙江写了封信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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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名城东莞，有一座三面环水、形

似鳒鱼的小洲——鳒鱼洲。洲上遍布数十

栋工业旧建筑，是改革开放初期东莞作为全

国农村工业化先驱和模范的重要“物证”，也

是东莞最具特色的工业遗址之一。

日与夜，鳒鱼洲有着截然不同的静默

与喧嚣。

白天，设计师和创业者们静悄悄地工

作 、思 索 ，高 耸 的 大 烟 囱 、旧 厂 房 是 这 里

的 绝 对 主 角 。 它 们 骄 傲 地 矗 立 ，争 先 恐

后 向 每 一 个 走 近 探 寻 的 人 讲 述 ，现 代 工

业 文 明 的 火 种 如 何 从 这 荒 岛 上 燃 起 ，改

革开放风云际会又如何使这岭南水乡变

身“世界工厂”。

夜晚，手捧咖啡、奶茶的年轻人成了主

角，老建筑们心甘情愿地在这网红夜市充

当朦胧的背景板——重新体味这“千灯夜

市喧”的幸福，它们历经了多少年的等待！

近年来，随着鳒鱼洲工业遗存改造和

活化项目的推进，鳒鱼洲不再只是“遗址”

“物证”，而成为“国际制造名城”的精神新

坐标、“潮流东莞”的文旅新地标。

峥嵘岁月

爱追网剧的人踏上鳒鱼洲“鱼头”位

置，或许会感到似曾相识。遮天蔽日的两排

古木掩映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

的“东莞市粮油食品工业公司”门楼沧桑伫

立，一旁是同期建成的东莞市面粉公司办公

楼。大热网剧《白夜追凶》在此取景，让鳒鱼

洲赢得“东莞最佳影视取景地”美誉。

门楼上，残缺的“粮”“工”两字并未被

今天的建设者刻意补上，但彩色的琉璃瓦、

干净的水磨石墙、岭南园林风格的凉亭，无

不彰显出昔日的大门庭风采。

鳒鱼洲文创园项目总监贺丹英介绍，

鳒鱼洲从 1979 年开始便有企业正式投产，

上世纪 90 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最多曾驻扎

52 家企业。粮油食品公司下设的面粉厂、

饲料厂、饮料厂等无不繁盛一时，在广东粮

油食品工业系统中地位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这部雄浑的交响乐，是如何

在鳒鱼洲上奏响最初几个音符的？洲上第

一家企业——制冰厂旧址内，“保鲜”着当

初的记忆。

“鳒鱼洲，鳒鱼洲，十年九不收。”

1974 年，鳒鱼洲等到了机遇。当时，邻

近香港的东莞已是蔬菜、荔枝等鲜活商品

出口的口岸，但保鲜要用到的大量的冰，需

费尽周折从广州运来，往往途中便开始融

化。于是，东莞决定申请建一座外贸制冰

厂。鳒鱼洲，居于浩荡东江与厚街水道中

间，乘船顺流而下可直抵香港，凭着得天独

厚的水运优势登上了历史舞台。

1979 年，随着制冰厂投产，外贸和工业

代替农业登上鳒鱼洲的舞台。这座现代化

工厂解决了东莞众多食品进出口企业的保

鲜难题。在当年的女工范丽英记忆里，赶

上冰厂旺季，连海鲜档口、医院都来抢购，

碎冰都成了抢手货。

几乎与冰厂同步建设的肉类加工厂，开

创性地采用“补偿贸易”方式，与香港展开合

作——香港客商投资 200 多万元购买先进

设备，生产的腊肠在香港销售，收入用来偿

还设备款。东莞外贸就这样打开了局面。

鳒鱼洲出口的金皇牌腊肠，销量在香港常年

稳居第一，冻乳猪产品成了香港各大酒楼的

保留名菜“烤乳猪”的重要食材。

有岭南园林式庭院的面粉厂，更是东

莞农村工业化之路上的一次精彩“探险”。

东莞不产小麦，也没有吃面食的习惯，投资

面粉厂，产品卖给谁？决策者们有的是眼

光和魄力，用“出口猪肉换设备”的办法，从

瑞士引进高端生产线，从美国、加拿大进口

优质小麦，生产的各类专用粉应有尽有。

随着世界食品制造巨头纷纷来东莞开办饼

干厂、面包厂、方便面厂，面粉厂生意火爆，

声名远播，参观者络绎不绝，俨然成了热门

“旅游景点”，直到关停都不曾亏损。

人们在思考东北老工业基地如何振

兴时，殊不知，改革开放前沿地同样有“前

进中的曲折”。2000 年前后，随着外贸经营

权逐步放开、粮油生产体系开放，鳒鱼洲上

一众“开风气之先”的国企在竞争中走向衰

落；东江大道的兴建，使得洲上繁忙的码头

不复存在，企业相继搬迁、关停，“鳒鱼洲时

间”凝固在恢宏的工业发展史中。

沉舟侧畔千帆过，民营经济发展日新月

异，鳒鱼洲上激情燃烧的岁月被人长久遗忘。

与古为新

沉寂 10 多年，鳒鱼洲重回大众视野。

2019 年，东莞市属国企东实集团承担起鳒

鱼洲工业遗存风貌活化项目。

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的东莞呼唤

一座文化新地标，鳒鱼洲被开发者寄予了

最深厚的情怀。东实集团董事长刘波描述

初见鳒鱼洲的震撼，“第一次到鳒鱼洲，从

车流如织的东江大道走进来，仿佛一下子

进入了另一重时空：破败的厂房、疯长的荒

草、惊起四飞的鸟雀⋯⋯但越往里走，越觉

得别有一番味道。沧桑与潮流、荒芜与活

力、人文与自然在眼前交错、汇聚。这是一

个可以为东莞留下故事的地方！”

如何挖掘并塑造鳒鱼洲深沉的工业气

质？启动项目之初，东实集团便邀请专业

团队对工业遗产进行细致整理，并寻访故

地旧人，打捞碎片化的记忆和史料，从一砖

一瓦、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落探寻那个

机器轰鸣的时代，形成丰富的纪录片、图书

等资料，让后来人可以按图索骥地感受鳒

鱼洲上的峥嵘岁月。

循着“与古为新，融合改造”的思路，早

期海关机构、烟囱厂房等历史建筑被“修旧

如旧”完好保存；而仓库、车间等特色建筑

则在原有风貌上被添加潮流工业风设计，

成为可自由定制、灵活改造的创意办公区

和潮流商业区。

2020 年底，鳒鱼洲文创园正式开园。

重新被注入灵魂、注入产业的鳒鱼洲，唤起

了东莞人对往昔“世界工厂”“岭南水乡”的

美好记忆，往昔那开放合作、创新变革的工

业精神也被传承、焕活。

在东泰饲料厂旧址，走进锅炉房改造成

的咖啡馆，点上一杯“出圈”饮品橘皮拿铁，环

顾旧时的灰墙和长窗、老船木制成的桌椅、华

丽的水晶灯⋯⋯浓郁工业风扑面而来。

饲料厂那高达 35 米的“地标”大烟囱、

原封不动摆放化验使用的瓶瓶罐罐的实验

室，再现着“拓荒牛”们的创新精神。当年

的饲料厂厂长回忆，这烟囱有别于周边冒

黑烟的烟囱，只冒白烟甚至无烟，原因在于

工 厂 自 主 研 发 的 水 雾 处 理 技 术 ，非 常 环

保。饲料厂更与香港公司合作，闯出了合

资经营新路，由香港公司提供技术、资金，

产品在莞港两地市场独领风骚。

去年 4 月，香港特区政府及立法会大湾

区访问团访问东莞，霍启刚一行成员踏上鳒

鱼洲，在这家咖啡馆一坐数小时，倾听着鳒

鱼洲与香港的深厚历史渊源、久远又亲切的

合作过往，不舍离开。咖啡馆接待了一个又

一个香港参观团，所见所闻，让访问者们更

加坚信“东莞制造+香港服务”的光明前景。

鳒鱼洲苏醒，记忆的泥土里长出了新

绿。一栋栋建筑中，新旧产业交相辉映，映

照出一脉相承的制造精神——

在“鱼头”位置，东莞海关办事点旧址

与阿里巴巴东莞中心相对而立。海关外墙

“依法执勤 把好国门”的大字，令人遥想鳒

鱼洲开创的水运时代外贸的辉煌；而风驰

电掣的跨境电商时代里，“东莞—香港空港

中心”等出海新通道正为“东莞制造”插上

腾飞的翅膀。

漫步“鱼身”，众多创意设计机构在此集

聚，曾经生产物美价廉产品的“世界工厂”，如

今正阔步迈上依靠设计、品牌取胜的新路。

仰望星空

逛鳒鱼洲夜市，总会与一堵彩绘墙不

期而遇。门牌号 1314，彩绘生动再现着小

洲上工业繁盛时期，楼上楼下的职工恋爱、

结婚、生子的“鳒鱼洲爱情故事”。

那个年代的爱情和欢声笑语，一度停

留在老职工的追忆和青春不再的叹息中。

回忆里，当年的鳒鱼洲比城区还要繁华，夜

市上支起一顶顶帐篷，露天卡拉 OK、露天

电影、全国各地风味的小吃店聚集⋯⋯

今天，“鳒鱼洲爱情故事”又续写出新

版本。夜市上，“零猫咖啡”主理人段蕾带

着爱猫，与男友用心经营着一辆移动咖啡

车，捶柠檬茶、冲咖啡、接待顾客⋯⋯两人

配合默契。“不想上班，喜欢这份

自由。”段蕾说，虽然一天到晚站

着 捶 柠 檬 茶 脚 累 胳 膊 酸 ，但

规 划 好的未来激荡着两人的

心——有摆摊积攒的经验和

客户，不久的将来他们会

拥有自己的门店！

手工文创、轻食咖

啡、游吟驻唱⋯⋯升

腾 的 烟 火 气 中 ，一

个个平凡的心愿

闪 闪 发 光 。 有

人白天上班，

晚 上 来 朋 友

的摊位帮忙，

放松了心情又补

贴了家用；有人举家出

动，从潮汕老家进货新鲜食

材，将热腾腾的蚝烙打造成夜市

“网红”。“最初是一帮年轻人在大桥下打

开车尾箱摆摊、唱歌，常被居民投诉。我们

把他们引入远离居民的园区，让他们自由

发挥，慢慢形成气候，连园区企业的员工、

刚毕业的大学生乃至城里的老字号，都纷

纷加入这夜市大军。”贺丹英说。

鳒鱼洲水岸夜市成了东莞首个现象级

夜市。从飘雪音乐会、元旦跨年寻龙夜到

新春水岸花市，重现了往昔“夜市桥边火”

的传统，更延展出夜购、夜玩、夜赏的丰富

体验，高峰期日流量达 2 万人次，成为东莞

夜经济的名片。

承载人间烟火，亦安放诗与远方。如果

说水岸夜市是夜晚的“流量担当”，扎根聚集

的科教文体新业态就是白天的“流量担当”。

如何提取东莞名产麻涌香蕉的 DNA？

如何借虎门销烟历史了解毒品检测方法？

如何检测东江水质？在溢星空生命科学中

心，充满东莞特色的科学课程，吸引着“仰望

星空”的科创人才。创始人宁宁告诉笔者，

品牌 2019 年在洲上创立至今，已与国内外

多所知名高校合作，服务全国上百所中小

学，高峰时每天接待 1400名学生。

由中国篮球领军人物易建联创办的

薪火阵营篮球培训中心旗下赛事、活动，

正助燃中国篮球“薪火”。2019 年，薪火阵

营回到 CBA 广东宏远队“老家”东莞发展，

扎根于鳒鱼洲旧仓库改造的篮球馆。在

深圳长大的鳒鱼洲薪火阵营篮球馆馆长

朱 鹏 飞 ，迷 上 这 里 的 工 业 气 质 和 篮 球 氛

围，将周末篮球、冬夏令营等活动办得风

生水起。

鳒鱼洲的欢乐海洋中，年轻人高举手

机对准装扮得五光十色的常青树，高耸的

大烟囱在树后重叠，45 年的时空浓缩在一

面 面 亮 晶 晶 的 手 机 屏 里 。 知 来 处 ，明 去

处。改革开放大潮磅礴向前，鳒鱼洲跌宕

起伏的命运、在悠长岁月里的激情和等待，

统统值得。

阳光铺满日喀则市谢通门县牛古沟，61 岁的阿旺开始了一

天的劳作。“噼啪、噼啪、噼啪⋯⋯”一手拍打，一手挤压，一个陶

罐在他手下逐渐成型。

过去，人们把牛古沟一带统称“牛村”，牛村陶器远近驰

名。2008 年，牛村陶器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13 年，牛古沟陶器专业合作社成立。

家里世代以制陶为业，到阿旺是第六代。10 岁开启制陶人

生的阿旺，在村里先后带出了 80 余名徒弟，包括侄子赤列顿珠

和旦木真旺拉。

与阿旺不同，赤列顿珠喜欢“折腾”，15 岁就学制陶的他利

用闲暇跑遍了西藏七市地的博物馆，拜访各地制陶师傅。

“叔叔技艺好，那是肯定的。但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已经

跟不上现在的发展了。只制作传统的产品，不能兼具实用性和

现在的审美，会被市场淘汰的。”赤列顿珠想让陶器制作技艺走

得更远。

脑子里充满新想法，赤列顿珠将外出所见所闻融入到产品

的设计中。

“看，这是我设计的藏式灶台文创产品，灵感来源于家里的

灶台。”谈起这一大胆设计，赤列顿珠自豪无比。阿旺和家人对

此十分不解。可这款产品却十分受市场欢迎。更让阿旺没想

到的是，赤列顿珠还为这款产品申请了设计专利，防止仿造。

赤列顿珠的这一系列操作，也让弟弟旦木真旺拉瞠目结

舌。腼腆的“00 后”旦木真旺拉，常把“哥哥知道”挂在嘴边。

赤列顿珠告诉弟弟市场很重要，没有市场，陶器制作技艺

走不远。耳朵都磨出茧子后，旦木真旺拉终于跟着赤列顿珠出

门了。在去年珠峰文化旅游节上，旦木真旺拉跟着哥哥一起销

售陶器。赤列顿珠谈笑风生游刃有余，旦木真旺拉局促不安。

为了锻炼弟弟，赤列顿珠让旦木真旺拉独自在谢通门县第二届

冬季物交会上销售陶器。那时候起，“哥哥知道”成为了旦木真

旺拉的口头禅。

比起销售，旦木真旺拉觉得还是制陶更自在。和阿旺一

样，旦木真旺拉也喜欢待在合作社里与陶为伴，看着一堆泥巴

在自己的手下变成一件件精美的器具，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

“弟弟很聪明，一边学习陶器制作技艺，还一边学习绘画。

希望我们两人能共同当好牛村陶器的第七代传人。”冬日暖阳

里，赤列顿珠说，他想和叔叔、弟弟一起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想让它在西藏广阔的旅游市场中走得更远。

高原制陶人
代 玲

阿旺在制作陶器阿旺在制作陶器。。 代玲代玲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位于鳒鱼洲文创园位于鳒鱼洲文创园内的薪火阵营篮球训内的薪火阵营篮球训

练中心练中心。。 郑郑 杨杨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鳒鱼洲文创园里旧建筑改造鳒鱼洲文创园里旧建筑改造

的网红商铺的网红商铺。。

郑郑 杨杨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鳒鱼洲文创园内保留的传统建筑鳒鱼洲文创园内保留的传统建筑。。

郑郑 杨杨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