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梁有福 版式 赵喜洋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发行热线 : 0352-2503915

小
记
者07 走进云冈

2023年 5月 19日 星期五

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云冈研究
院运用创新理念完善景区建设的做法赢
得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4 月 26 日，第

二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在江西景德镇隆
重开幕，云冈石窟工业文化园区项目在
会上被评为优秀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
案例。同时获得这一殊荣的还有首钢老
工业区改造西十冬奥广场、东阿阿胶工
业遗产等著名工业遗产地。

本次峰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
文化发展中心、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大学联合主
办，以“连接·创造·价值”为主题，交流工
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经验，开展工业
遗产的学术交流。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应邀出
席本次峰会，作了题为“云冈石窟景区建
设中的工业文化植入”的交流发言，向与
会者介绍了云冈石窟工业文化园区概
况。该园区由蜗牛公寓、“太空舱”公寓、
蒸汽机车广场、禅修四合院等艺术景观
组成，占地约 600亩，基础材料全部来自
当地砂岩废石或煤矿淘汰的铁矿车、旧
风筒、绞车轮、大铁罐等。云冈研究院根
据它们的不同造型，依照地形地势，打造

出各种创意景观，让现代工业文明与古
代佛教文明彼此守望，和谐共生。

云冈东山原为云冈镇麻村，2009 年
拆迁。随着自驾游迅猛增长，云冈研究
院逐年在这里改造停车场，添置文化景
观，东山渐成云冈新景区。漫步东山，园
路、水渠、栈道、休闲椅、蓄水池、文化墙、
防风墙、铁罐屋、各式宝塔和雕塑、碎石
子停车场等，既时尚新颖，又充满怀旧情
调，当年的荒凉破败难觅踪影。

去年 10月，云冈东山最后一片荒芜
之地——杨树湾整治工程收尾，主体建
筑杨树楼上开设了兜率咖啡厅。

咖啡厅负责人王熠罡告诉记者，今
年“五一”假期，兜率咖啡厅接待了大量
外地自驾游游客，各个年龄段的游客都
对杨树楼为主的这组建筑群落十分喜
爱。最有趣的是，两名外地游客以为东
山就是云冈主景区，他们进来问：“我们
在这儿转了一个多小时，怎么没看见石
窟佛像？”

王熠罡说，云冈景区的许多休闲景

观都源于张焯的创意思路。咖啡厅还兼
有工作室功能，正在改造的东山半月潭
四周的许多新景观，就是由他们这里的
青年设计师把张焯的创意变成平面和立
体图像的。

在云冈，利用工业和建筑废料打造
的新景观远不止东山，而是遍布景区的
各个角落。在距景区闸口最近的主停车
场中部，今年竣工的天竺榭也开始接待
游客，提供各种饮料和休憩场地。天竺
榭引东山汇积的雨水，分上下两层，下层
宜乘凉，上层可观景，不少外地游客还在
这里吃自带的午餐。现在，游客在云冈
逗留的时间已由景区扩建之初的平均一
个多小时，增加到四个多小时。

张焯认为，世界上没有废料，只要使
用得当，都可以变废为宝。他表示，云冈
研究院在景区建设中，始终秉持低碳节
能、循环利用的理念。这些年，城乡建设
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施工废料，弃之不
用，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它们来到
云冈景区后，变成了房屋、路面、围墙、景
观，在世界文化遗产地重获新生。大同
既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
名城之一，又是闻名全国的能源重化工
基地，素有“煤都”之称。各种废旧机具
不仅在云冈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而且浓
缩了大同百年工业历史记忆。

据统计，云冈石窟这些年共消化固
体垃圾废料 4 万立方米，废钢材两千多
吨，走出一条节约型、可持续、有特色的
发展道路。张焯也被国家生态环境部授
予 全 国 生 态 环 保 领 域 最 高 奖 项

“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相关人士表示，云冈石窟工业文化

园区获评优秀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案
例，对于复制推广云冈经验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云冈的做法如果在全国乃至
更大范围推广开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将是难以估量的。

蜗牛公寓夜景 废水管子托起“和平鸽”雕塑

创新发展 久久为功
——云冈石窟工业文化园区获评优秀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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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焯（左）在峰会上领取优秀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案例奖牌

运煤的“黑牛车”变身大花盆

蒸汽机车被改造成机车公寓与餐厅

第二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会场

本报讯 （记者 赵小霞） 5 月 16
日，由大同市作家协会与云冈研究院
共同主办的《当代云冈人》（暂定名）编
纂启动签约仪式在云冈研究院举行。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和市作
协主席任勇出席并签约，大同市作家
协会 20 余位作家及云冈研究院部分专
家见证签约。

云冈石窟是北魏历史文化的瑰宝，近
年来，随着云冈石窟大景区的建设和完

善，当代云冈人牢记使命推动景区建设不
断蜕变，这些成果和精神需要作家们记录
下来。为此，市作协与云冈研究院达成合
作协议，组织我市优秀作家撰写一部旨在
反映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以及
在云冈石窟守正创新发展历程中默默奉
献的“当代云冈人”之报告文学集，为云冈
学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 焯 在 讲 话 中 指 出 ，云 冈 石 窟 大
景区的建设，给年轻人创造了诸多施

展才华的平台；为大同游客提供更多
游览体验的项目；为云冈学研究编纂
一 系 列 学 术 研 究 著 作 。 张 焯 深 情 地
说，云冈沟不是一条简单的沟，而是一
条全国少有的文化之沟，感谢大同作
家们为云冈发展的见证人著书立说，
助力大同文旅稳健发展。

任勇表示，该书的创作和出版，必
将进一步聚光北魏这个伟大的时代，
也必将点燃人们对云冈的热情，作家

们笔下的云冈石窟守护者，也将以崭
新、感人的团体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签约仪式后，举行了“大同市作家
协会文学创作基地”挂牌仪式。市作
家协会作家与云冈研究院专家进行了
现场交流，同时参观了云冈图书馆、文
保大楼、东山菩提艺术园区。作家们
对云冈石窟近几年来的绿色发展以及
工业创意园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
此次文学创作活动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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