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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往昔 追今朝
一热电档案点亮天津文化记忆之光

天津津辉置业有限公司

一、案例概述

2016 年中国金茂获取天津一热电厂地块，面对承载昔日

工业时代文化基因和千万天津人记忆的建筑，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实现党档联合，整合原厂方、官方媒体、自媒体等档

案信息资源，追溯征集、整理融合，深挖价值，支撑项目改

造升级，为天津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开创先河。同时紧密结合

改革开放、城市发展、红色印记等主题，开展线上线下多种

宣传活动，用档案点亮天津文化记忆之光，赋能新时代天津

高质量发展，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二、实施背景

1、新形势下档案工作需要转型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党的十九大也提出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企业档案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档案工作呈现出新

的发展趋势，企业在收集和开发利用经营过程中的各类文件，

开展企业档案信息资源研究，挖掘内在价值，更好地服务社

会大众，是档案部门提供利用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档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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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和企业大局服务的重要体现。

2、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弘扬一热电厂文化记忆的意义

天津文化底蕴厚重，是一个崇尚创新、开放包容的城市，

素有“近代百年看天津”之说。而天津第一热电厂是天津电

业的摇篮，也是京津唐（河北重要城市）电网的主力电厂之

一，曾经在党的领导下为国民经济做出过突出贡献，作为天

津曾经的标签，可以说“一座热电厂，半部天津史”，承载了

千万天津人和天津这座城久远而深沉的城市记忆。从 18 世纪

的柳墅行宫，到 19 世纪的武备学堂，到 1937 年的天津发电

所，到 1950 年的天津第一发电厂，到 2016 年的海河金茂府，

老厂房在流淌不息的海河面前一次次改变着面容，改变不了

的，是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印记，而这些文化印记就蕴含在档

案之中。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潮奔涌而来。在公司党支部的

带领下，档案管理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发展大局，不仅要在

提升工程质量、推动产品销售、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传递积

极市场信号等方面发挥作用，还要自觉担负起利用档案追溯

变化源流，赓续红色基因，弘扬城市文化的神圣使命和助力

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平台的重任。

3、探索文保项目档案管理

不同于一般的新建或改造工程，一热电老厂房属于工业

遗产，改造工程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包括了加固-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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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三套施工工艺流程，施工工艺复杂，档案内容涉及面光

广，且竣工档案不仅要上报给城建档案馆，还要上报文化局，

因此对此类项目档案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建立完备规范有效的一热电老厂房改造项目档案是当地文化

部门和档案部门共同的需求。

三、主要做法

1、整合资源——共塑文化记忆

在对天津第一热电厂进行文化记忆宣传素材的选取过程

中，档案人员有意识主动收集城市历史文化资料，不断拓展

城市文化记忆载体和宣传渠道，充分发挥档案在记录城市文

化记忆中的优势。

（1）追根溯源，获取一手资料

为获取最真实、最完整的一热电的历史资料，档案部门

与原发电厂资料室取得联系，搜集热电厂原有的旧档案旧影

像，同时组织工作人员用拍照、录像的方式，将热电厂的原

貌真实、生动地保留下来。经过前后四次的翻找核实，与原

厂方正式移交了两箱历史竣工图纸和其他档案。

（2）广泛征集，保存多维记忆

面向天津广大公众开展了档案征集活动，包括城市摄影

师，当地文艺工作者以及天津第一热电厂老员工和热心市民，

将公众关于热电厂的独特记忆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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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整理，全面呈现历史

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老旧档案，但存在分

类不清、目录不详、没有电子版文件，查找非常不便等诸多

问题，为后期利用带来困难。档案部门加班加点，通过科学

分类、系统编目、数字化扫描等方式完成了旧厂房档案资料

整理。

（4）新旧融合，历史得以延续

公司通过了业务部门从一热电厂的工作原理中提取出

“转化”这条故事线，以延续热电厂的城市文化记忆。项目

设计中，设计人员反复对原有档案进行研究比对，依据厂房

原有的图纸和影像，设计出了量体裁衣的局部改造方案，从

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富有价值的建筑构件和结构体，如煤斗、

钢屋架、砖墙以及老厂房部分、新建部分和新旧结合部分。

这些档案为“既能够承载新的城市功能，又能保留文物建筑

的历史文化记忆”的新改造设计方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老厂房手绘竣工图 老厂房竣工档案

2、激活记忆——弘扬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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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党支部提出了“用档案将波澜壮阔的旧工业时代辉

煌历程故事讲好，呈现给天津人民，留存文化记忆，弘扬时

代精神”的总体工作思路，在天津档案局、天津文化局和天

津城建档案馆的指导下，档案人员深度挖掘档案价值，自

2016 年以来结合“6·9”国际档案日及改革开放 40 周年、

建国 70 周年陆续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在推动业务宣传的同

时更是大力唤起了天津公众对“一座热电厂，半部天津史”

的文化记忆。

（1）线上发声——讲述前世今生

以 2018 年“6·9”国际档案日为契机，档案人员通过查

阅地方史书和旧档案，了解这片神奇土地上的重大事件，梳

理历史发展脉络，精选最具典型性的珍贵照片和极具震撼力

的视频作为宣传素材，以“档案为你讲述一热电的前世今生”

为主题，开展公众号推广，讲述一热电肩负京津唐三地的部

分供热电任务诞生，发展成为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完成使命

退出历史舞台，直到 2017 年孕育新传奇的海河金茂府项目建

设，唤起公众对天津旧工业时代文明的回忆和天津人不能割

舍的情怀。

（2）携手媒体——点亮城市理想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公司举行了“一热电厂

地块点亮仪式”，重燃热电厂。项目保留了原厂房作为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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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建筑，通过举办亮灯仪式重新点亮天津第一热电厂，

唤起这片土地上曾经的工业文明情怀，以及天津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光辉历程。

1 分钟惊艳世界的点亮灯光秀背后，凝聚了很多档案人

员的汗水和付出，档案的保驾护航让第一热电老厂房这个特

殊的“实物档案”为这次点亮一座城市的记忆再一次发挥了

自己的光和热。因为仪式最关键的一环就是需要在厂房旧址

上安装点亮设备和敷设外景灯光线路。由于现存老厂房已经

有部分坍塌，需要按照原老厂房外立面图逐一核实对应，档

案人员与工程人员多次查阅一热电厂及城建档案馆的老旧图

纸和影像，从而准确找到老厂房的承重墙，顺利实施安装和

敷设工作。

厂房旧址外景 点亮仪式

3、旧档焕新——赋新城市发展

（1）方案改造——保留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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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津曾经的标签，一热电记录了天津产业的发展历

程,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构成了天津城市文化的

印记。为保留天津这张历史名文化片，公司经过多次论证，

决定将第一热电厂厂房原貌作为文保产业建筑，打造成人文

主题特色空间呈现给天津市民，融合居住和商业，升级城市

功能。

整个设计过程中，档案人员为设计师提供了大量的档案

和历史影像，历史档案利用率达到了 50%，借助这些档案的

信息，公司挖掘老热电厂的文化内涵，设计出了开创天津工

业遗产保护开发先河的改造方案。与此同时,档案人员全程介

入老厂房设计和施工过程，与城建档案馆、文化局主动拉通，

根据实际情况共同探索文保类改造项目的档案管理课题。

第一热电厂实景图 改造后效果图

（2）专题展览——赋新城市文化

根据项目整体开发计划，一热电老厂房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启动封闭改造，让工业时代的骄傲变身新地标海河金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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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的前夕，结合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契机，公司举办了一场“封存百年记忆，镌刻城市

理想”的展览，用档案影像展定格一个时代的记忆，来表达

对城市工业文化遗产的珍视和传承。

此次专题展一共分为两期。第一期以“封存百年记忆”

为主题，主要以老厂房印象、海河风光、天津风光为主，本

次展览不仅仅是封存，更是带我们回溯热电厂历史的索引，

展览还专门邀请了一热电的退休的老党员来讲述照片背后的

故事。第二期以“镌刻城市理想”为主题，围绕旧时光、新

时代展开，邀请了照片的摄影者和海河金茂府的设计者从传

承文化与城市建设维度进行了分享，讲述关于将老厂房的文

化底蕴传承到未来商业项目并进行赋新的新时代故事。

4、红色珍档——赓续精神文化

今年 69 国际档案日，公司以党档联合的方式，开展“档

案见证初心”主题展，主题展分为历史长河、改革发展、开

拓创新三部分，图文并茂，第一、二部分讲述一热电厂 80

多年的发展之路，一页页党建档案，生动诠释了在祖国建设

过程中，无数党员、无数前辈义无反馈、无私奉献的爱国主

义精神和“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

革命精神。第三部分讲述公司获取一热电地块后在党建引领

下如何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践行使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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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生活 1957 年工作要点

四、效果及影响

1、社会影响

（1）文化层面——点亮文化记忆之光

“点亮一热电老厂房”活动当晚灯光通明，多家媒体聚

首，150 分钟直播互动，近 81 万人次创纪录在线；“封存百

年记忆，镌刻城市理想”展览自开幕以来，15 天内吸引了 2000

余人前来观展，线上全平台观看量达 15 万人次。天津档案馆、

天津国电和河东区文化局、热电厂退休老党员和老员工等纷

纷前往参观。一热电厂的系列城市文化记忆主题宣传活动点

亮了天津的文化记忆之光，引起了社会广泛反响。

专题展现场 老党员老员工与老厂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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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层面——照亮红色记忆之路

以“档案为你讲述一热电的前世今生”专题投放到公众

号的文章被多方转载，总阅读量达到 1000 余次；投放到各大

网站的其他各种软文阅读量达到近 7 万次；作为天津的标签，

“档案见证初心”主题展，将一热电红色档案和历史文化相

结合，讲述那个年代一热电厂的时代印记，追忆一热电曾经

走过的红色足迹，对广大党员群众起到了重新深刻认识这段

历史，感悟新时代的使命责任的作用。

（3）业务层面——助力协同发展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践行央企责任，打造品质品牌，以助力城

市建设和赋能社会发展为己任，利用一热电档案讲好故事，

传承文化，点亮记忆，让天津人民从第一热电厂开始认识了

金茂，通过共同维护这段城市文化记忆认同了金茂，也让周

边其他城市看到了公司的初心和使命。

近日，中国金茂与唐山市政府签订“唐山站西片区中央

商务区与创智城开发建设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站西

片区打造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平台、外向型功能聚集的

活力新中心、唐山的形象新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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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

2、管理效益

（1）党建引领——政企联动推陈出新

公司档案工作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央企责任。五年

来，得益于天津市各档案局馆的指导和管理下沉，公司着眼

传承历史、重塑文化记忆，利用一热电档案连接起过去和现

在，探索形成了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天津文化“传承——弘扬

——赋新”的新模式，从档案入手，为天津人民唤回历史记

忆，把能源供给转变为精神供给，点题“转化”这个设计理

念。这也为如何更好地在推进城市建设中传承记录城市文化

带来了新思路，使城市文化记忆的传承主体有了更广阔的可

能与可行性。

（2）业务探索——产出成果提供样板

档案人员本着“对历史负责，为后人着想”的态度，根

据老电厂项目加固-修缮-新建的施工工艺流程，在天津城建

档案馆的指导下，针对每根柱设立“身份证”代码，对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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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实时跟踪，进行望闻问切，设立专属的施工档案。这种

“一柱一档”的形式，融合了自老旧柱子的原始档案至加固

完成后所有的档案和数据，既方便查阅资料，也有利于对现

场施工的数据跟踪。同时还总结出适用于文保项目施工资料

汇编，以另一种记忆的形式为日后查考及文物保护利用提供

翔实可靠的记录，也为当地其他文保类改造修缮项目提供了

样板。

一柱一档典型实例成果 保类项目档案资料汇编

3、经济效益

文化支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底蕴的支撑，利用一热电特殊的

历史文化背景，以传承天津文化记忆为落脚点做法的启示意

义在于发展经济必须与弘扬文化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有力地

宣传了公司发展理念，助力公司品牌在津门落地生根，最终

实现了双赢的效果。项目从开盘至今单盘累计销售额累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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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后续一热电厂房原貌作为文保产业建筑，将会被打造成

融入城市文化的特色空间呈现给天津市民，升级城市功能，

创造出集文化娱乐、休闲购物为一体的全新场所，将为这一

区域带来巨大的价值回报。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