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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北京胜利建材水泥库：

华丽转身文化创意产业园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北京市东五环外的双桥地区有一
处别样建筑群， 46个排成一线的巨大
水泥筒仓， 是那里最吸引人眼球的特
色景观。 这里就是如今的北京塞隆国
际文化创意产业园， 昔日的北京胜利
建材水泥库。

“说实话， 刚听说我们厂要改成创
意产业园的时候 ， 我的心情有点复
杂。 有一点舍不得， 但又有点兴奋。”
胜利水泥库老职工师秀领说。

师秀领1995年来到胜利水泥库工
作， 那时的水泥库因为经历了1990年
北京亚运会的场馆建设， 而实现了第
一次的飞跃式发展， 迎来了辉煌。 而
这之后， 它又因为为2008年北京奥运
会场馆建设储存水泥， 再一次收获了
荣耀。 水泥库最辉煌的时候， 几乎包
下了北京所有施工单位的水泥， 一年
的纯利润能达到1500多万元。

“水泥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储存和

运输， 可是随着交通业的发展， 以及
水泥生产企业经营网点的增多， 像我
们这样， 在水泥流通中做中介， 就显
得有点多余了。” 师秀领遗憾地说。

“过去仅在此储存一吨水泥就需要
15块钱， 再加上运输费用， 施工方起
码要支付50、 60元的费用； 如果直接
从水泥厂运到施工单位， 费用起码能
节省一半左右。” 师秀领边掰着手指头
算着边说。

然而， 随着交通运输、 水泥制造
甚至是环保等行业的发展， 水泥库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们每年亏
损200多万元。 2011年， 终于撑不下去
了， 必须要转型了。” 北京塞隆国际文
化创意园董事会董事， 原北京胜利建
材水泥库总经理高松利说。 可转型做
什么？ 定位于什么行业？ 却成了摆在
他们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一天， 高松
利一位从事艺术行业的朋友， 在经过

库区时， 看到了那46座独特的水泥筒
仓， 非常感兴趣， 建议可以将这个正
在转型道路中徘徊的水泥库改为像798
那样的艺术区。

“听了艺术家朋友的解释之后， 我
找到了一点感觉， 之后， 我们就对一
些已经转型的老的工业企业、 生产企
业进行了考察， 又结合我们所处的定
福庄沿线的文化传媒产业的定位， 决
定要转型， 主攻文化创意。” 高松利表
示。

2014年4月， 胜利建材水泥库开始
了改造。 46个筒仓， 是整个库厂最具
特色的部分， 但因为体型巨大， 形状
特殊也成了改造最艰难的部分。 可是
为了让后人记住这里的历史， 更好的
将文化传承下去， 最终， 将筒仓进行
了适度改造。 46个巨大的筒仓得以整
体留存。 同时， 拆卸下来的机械部件
还被制作成了工业雕塑， 布置在各个

角落 ， 提升了整个园区的艺术氛围 。
原有的铁道也被保留了下来， 准备用
于影视拍摄。 今年5月19日， 由首农集
团和中国电力传媒集团共同出资打造
的北京胜利建材水泥库华丽转身， 成
为了北京塞隆国际文化创意园， 开始
招商入驻， 主打影视制作、 广告创意、
网络服务、 文化交流和艺术展览等文
化项目。

“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看到
库区一系列的变化， 师秀领的心中充
满感慨。 “虽然这里有我们很多的青
春、 回忆， 可是我们这些老职工都很
支持库区的改造工作。”

记者了解到， 库区原有100多位正
式职工， 大部分都已经到北京首农新
胜利混凝土建材公司工作， 还有一部
分就地转岗， 留在文化创意园， 从事
这里的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工作， 准
备见证老库的下一个辉煌时刻。

10月26日上午10点， 天气有些阴
沉， 记者来798艺术区后， 感受到这个
由老厂房变身艺术区带来的氛围。 如
今， 提到 “798” 这个数字， 大多数人
都会和艺术、 设计、 创意这些词语画
上等号。 游走在整个艺术区中， 人们
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店、 咖啡
茶座、 创意工作室， 感受着艺术的氛
围。

穿越时空的隧道， 北京国营电子
工业老厂区这个名字， 似乎早已封存
在年长人的些许记忆中。 但同年长人
的交流中， 每逢提到 “798” 这个数字
时， 更多的人会感叹这个老厂区昔日
的点滴。

798艺术区原为国营北京华北无线
电器材联合厂。 走在798艺术区中， 倘
若你要想找到属于曾经年代的影子 ，
还需要多付出些眼力和体力。 因为只
有这样， 你才能将 “工业化” 这个标

签和如今的这个全国闻名的艺术区结
合在一起。 如果你足够细心， 也许你
会在798艺术区看到不少标有 “718”
这个数字的标志。

1964年 ， 706、 707、 718、 751、
797、 798等6个厂开始独立经营。 2001
年， 除了751厂以外的5个厂与华融资
产公司 （控股） 与751厂联合组成七星
华电集团， 统一管理这片区域。

时间的车轮不停滚动着， 进入新
世纪后， 这个曾经辉煌的老厂区， 开
始上演转型记。 北京著名的文化创意
产业聚集区， 现在这个定语已经成为
798的标签。

从2001年开始， 经过重新的设计
和改造， 画廊、 艺术中心、 艺术家工
作室、 设计公司、 时尚店铺、 餐饮酒
吧等聚集于此。 这样的新老融合， 让
老厂区焕发出新活力， 而798也成为艺
术的一个代名词。

据2005年3月的不完全统计， 在进
入798艺术区的103家机构中， 包括创
作展示和交流类、 设计类几大类， 其
中属于艺术创作、 展示和交流的有59
家、 设计类有29家。

走在798艺术区中， 记者看到不少
工作室和设计公司都将这里作为 “孵
化基地”， 而其中不乏年轻人的加盟。
在一家咖啡屋外， 记者看到几位年轻
人正在洽谈业务。 “在这里工作， 你
的感受不同， 有种时空的穿越感， 激
发着你的灵感。” 一位年轻人说。

简单的沙发、 茶几， 再加上几个
特别的设计装饰品……记者还发现 ，
798艺术区中设置的工作室等并没有太
多的重视室内外的设计、 装潢。 “保
留老厂房的结构， 这也是一种创意的
体现。” 一位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说。

不仅如此， 798艺术区也已经成为
各地游客来到北京所要游览的地点之
一， 不少人甚至这样评论： 到北京来
要看三个地方， 长城、 故宫、 798。

“快看， 这个雕塑。” “这家店铺
的商品很有意思。” ……采访中， 记者

遇到几位来自杭州的游客。 他们中既
有中年人， 也有年轻人。 双肩包、 单
反相机……游客小王从事设计行业 ，
这次来北京出差的他特意来到798艺术
区参观。

“以前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798艺
术区的图片和报道， 感觉这里很有艺
术氛围 ， 所以带着相机来拍些照片 ，
积累些素材。” 小张边说， 边拿出相机
为记者翻看其中拍摄的图片。

除此以外， 798艺术区带来的价值
远不止于此。 “798” 已经成为一种模
式。 即， 将具有重要价值和代表性的
建筑、 设备作为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
全国各地不少城市， 也纷纷开始采用
这种模式。

“这样的模式值得推广。” 游客宋
先生对于老厂房有着特殊的情结。 而
游走在798这个变身后的艺术区中， 他
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个发展模
式 ， 既保留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厂房 、
车间， 能够让人们从中了解过去。 又
展示着现代艺术气息， 现代与过去得
到不少的融合。”

北京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
成为798创意产业孵化地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