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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城事

第一处工业遗产“整装待发”
第一面粉厂生产车间大楼粉刷一新，并将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守善

面粉厂生产大楼矗立运河畔半
个多世纪，在其历史使命完结后一直
被闲置。由于道路升级改造，它才再
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被列为工业遗
产后，这座大楼究竟如何再利用，现
在还没有成型的方案。

“被列为工业遗产后，大楼应该在
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

据工程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建
筑外立面整治完工后，下一步将进行
夜景亮化。记者从该建筑亮化效果图
上看到，在大楼底部灯光的衬托下，呈
现在市民眼前的将是一座金碧辉煌的
大厦，即便是后半夜只亮顶部灯光，大
楼依然是老运河岸边一颗耀眼的明
珠。冯米认为，保留建筑独有的特色，

加以现代化的元素，建成景点或开设
酒店、娱乐场所等都是有可能的。

在大楼以北不远的地方，就是以
太白楼、竹竿巷、南岸街为主的运河
核心景区，这些古老的建筑沿城区老
运河一字排开，而第一面粉厂则可作
为景区带的延伸部分。《济宁市城市
总体规划(2008—2030年)》中指出，由
于这些老建筑均紧靠运河，又为城市
历史繁华地段，有建设运河特色风貌
的优势条件。

《济宁市城区文化旅游规划》中
提到，随着济宁城区“退城进园”政策
的推进，部分老厂区旧址及附属设施
可再开发成休闲旅游场所，《规划》中
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改造进行了介
绍，改造后的车间成了大型餐厅、书
店，也给周围的居民带来了就业机
会。而第一面粉厂的这座大楼，在不
远的将来，或许将被赋予新的使命，

重新走进济宁人的日常生活。

旧貌换新颜

肩负崭新使命

“现在我们看到的生产车间大楼是1953

年重建的，采用前苏联式建筑风格，共6层，

建筑面积9386 . 55平方米。”据冯米介绍，按照

面粉生产的需要，生产车间必须非常牢固。

建筑内全为螺纹钢，加现浇水泥，框架式结

构让它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类似的建筑在

济宁也仅此一家。由于建设时不惜成本和原

料，这座大楼直到现在挺拔依旧。

现在的厂区占地共13 . 5亩，在大门拆
除后，楼前的广场也变得狭小，这里将成

为运河路的人行道部分。从生产车间大门

的缝隙中可以看到，楼内有着一排排整齐

的柱子，墙体、地板上打了很多钻孔。

“当时楼上楼下全都是机器，整天轰轰隆

隆。”回忆起以往的辉煌，冯米双目放光。“生

产面粉的机器全为进口货，流程非常复杂，

小麦从1楼进入后先送到顶层，再下到1楼，

如此反复多次，最终生产成面粉。”生产机

器运转起来，是靠大皮带牵动的，这使得

整个大楼每天都处于震荡之中。但震荡了

几十年，这座大楼依然牢固如初，建设质

量之高可见一斑。

在面粉厂最辉煌的时候，每天最高可生

产120吨标准面粉。80年代及以前，济宁面粉
厂生产的面粉供应到全济宁，这座面粉厂在

老济宁人的眼中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在那

个年代，谁不知道这家面粉厂。”厂区内负责

看大门的李大爷告诉记者，当年，面粉厂每

天都是一番忙碌的景象，进进出出的人、车

根本数不过来。

这是一座风格独特品质卓越的大楼

济宁地处运河要冲，漕运的发展，商业

的繁荣，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依河而居，靠

河兴业。济宁近代民族工业也因为这条古老

的大运河而逐渐形成。

济宁第一面粉厂前身为济丰面粉有限

公司，由刘韵樵等人于1918年开始投建。面

粉上市后，公司依照铁塔寺中铁塔的形象将

面粉命名为“宝塔牌”，象征着面粉的品质如

一与公司的长盛不衰，既富想象力又不失地

方色彩。济丰面粉厂因为管理严格，经营有

方，建成投产后，因所产面粉价廉物美很快

就打开了市场。

“在战乱的时代，面粉公司一步步陷入

困境。”济宁第一面粉厂厂长冯米告诉记者，

建国前，济丰面粉有限公司五易其主，四更
其名，生产难以为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济

丰面粉开机恢复生产，为刚刚成立的人民政

府献上了一份大礼。为了有别于旧时代，济

丰面粉有限公司更名为济宁面粉厂。至上世
纪80年代体制改革时，济宁面粉厂更名为济

宁第一面粉厂。

但在1952年，因机器零部件着火，面粉
厂制粉主楼及制粉设备全部在一场大火中

被付之一炬。1953年，生产车间大楼及电机

房、仓库等得以重建。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

面粉厂于2004年全面停产，这座宏伟建筑也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是一座见证民族工业沧桑的大楼

在运河路与健康路交会处东北角，济宁

第一面粉厂寂静的院落中，矗立着一座黄褐
色大楼，与老运河隔路相望已57年了。这里，

曾经的热闹景象早已不再，只剩下几名工人

留守看管。仓库房顶上，茂密的荒草在冬天的

冷风中左右摇摆。由于经营不善，这座建造于

上世纪的面粉厂早已宣告停产。如今，厂房大
多已对外租赁，成了销售煤炭、储存油漆的场

所。而生产车间大楼的大门紧锁，楼内空空荡

荡，鲜有生气。

面粉厂现存建筑除生产车间大楼外，还包

括电机房、成品仓库、原料仓库等，大楼前的院

墙已在年中时拆除。22日，记者从楼前的小广

场上看到，一名工人正在大楼南面的成品仓库
顶上冲刷尘土，生产车间大楼墙壁上的装修设

施还没有完全拆除，整个大楼刚刚粉刷一新，

既尊重了建筑原有的色彩风貌，更给人一种高

雅、和谐、庄重的美感。

两路升级改造工程指挥部成员扈鹏飞

告诉记者，因该建筑风貌独特，文物部门将
其列为工业遗产后予以保留。“道路改造前，

这个建筑被掩映在其它建筑之中，不是很起

眼。”但在道路改造完成后，大楼将更加靠近
道路，也可以让更多的济宁人参观，从一个

侧面来了解济宁的历史。若忽视或者丢弃这

一宝贵遗产，就抹去了这座城市一部分重要

的记忆。

这是一座被尊为首处工业遗产的大楼

在今年的济宁城区太

白楼路、运河路升级改造

中，济宁第一面粉厂生产

车间大楼被列为济宁市第

一处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

一处工业遗产。22日，记者

从这座大楼前看到，建筑

的外立面整治工作基本完

工，粉刷一新后的大楼整

体为黄褐色。下一步，建筑

的夜景亮化工程也将展

开。而将来的保护性开发

利用，也将赋予这座大楼

新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