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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津塘公路与快
速路交口，坐落着一处工业
建筑群落，院内的职工之
家、办公楼、食堂和厂房掩
映在成片的古树中，这里就
是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

始建于1951年的第
一机床总厂，曾是中国机床
行业的“十八罗汉”之一，创
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如
今，机器的轰鸣声已经不
再，这个老厂区成了天津城
市更新的示范工程。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更新

机器轰鸣远去老厂房焕发新活力

一机床总厂旧址内，保留着的
老车间，曾是几代一机床人工作过
的地方，机器轰鸣的声音，在这里传
向远方。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天
津机床博物馆，向大家讲述天津工
业的历史。

徐凤文，城市作家，独立策展
人，一直参与一机床老厂区内的展
馆设计。从小在河东长大的徐凤
文，对一机床这一带发生的事，有很
多了解，这也是他参与这个项目策
划的原因之一。徐凤文说：“我小时
候来一机床总厂，在职工之家看电
影。大厂都有电影院、礼堂，还有幼
儿园，我们接触过一机床的很多工
人，是几代都在这厂里的。发生在
这里的故事，厂史馆里都会有留存，
这是有温度的历史。有的工厂车间
挑高特别高，看着窗外的阳光，洒射
到一些机床上，仿佛能看到岁月的
痕迹，那种震撼力真的无法形容。
它形成了历史、现在与未来城市的
一个对话空间。”

曾经辉煌的过往，在一机床总
厂旧址的林荫道上，依旧能透过婆
娑树影，照在斑驳的红墙上。旧址
更新，让老厂房焕发新活力，也让城
市在发展中不断焕新，滋养属于天
津的城市性格。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记者走进一机床总厂老厂区，项
目负责人刘子明正在现场忙活，虽然
接手这项工作才3个月，但是院内的
各处点位刘子明都已了然于心，每天
奔走于各个施工现场，调度各支施工
队伍，因为工期很紧，这些天他总是忙
个不停。刘子明告诉记者：“工期还是
比较紧张的，处于一个抢工状态。”

一机床总厂旧址的城市更新项
目，总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是天津
市重点工业遗存保护区和产城融合示
范区。去年5月，天津泰达接手老厂
区的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66亿元，
开发建设周期5年，预计到2027年完
成整体开发。天津泰达城市更新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部长路阳介
绍：“现在初期的第一个片区已经投入
运营了，比如我们自营的咖啡馆，还有
产业创新中心的A、B座，这两栋办公
小楼大概3500平方米，现在陆陆续续
也有10余家企业入驻办公了。”

一机床总厂是新中国机械制造

类工厂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机床行
业“十八罗汉”目前仅存的3个还完整
保留老厂区的工业遗存之一。对于
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工业历史底蕴的
老厂区，如何更好地保留它的历史信
息，建设单位也是下了一番功夫。“我
们还是遵循了保护为主，修缮加固再
利用的原则，比如我们保留片区这4
万平方米的老厂房，从建筑物的外立
面，到内部的空间结构，以及最有特
点的这些排架式屋脊，我们都把它留
下来，让人们在进入建筑的时候还能
看到它当年的风貌。”路阳说。一机
床总厂项目内保存着许多具有历史
和文化价值的工业建筑、设备和文
物，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工业遗产，让
这片老厂区为城市注入独特的工业
文化氛围。

如今，老厂区更新项目施工紧锣
密鼓，最靠近津塘路的原一机床总厂
的职工食堂，正在进行改造，这是一
个占地 1700 平方米的单体建筑，由

于处在规划中的核心位置，未来这里
将成为园区最活跃的地方。路阳说：

“它里面是无柱的一个大空间，我们
考虑改造成三个主要空间：一个是营
销中心，一个是招商运营服务中心，
还有一个是河东区的城市更新规划
展览馆。职工食堂的位置跟厂前区
的篮球场和大树庭院紧密相邻，能够
形成一个小聚合，我们也是看中了这
一点，来做这些功能区。”在老厂区入
口的喷泉广场旁，坐落着一栋精巧别
致的欧式建筑，这是上世纪 50 年代
技术支援一机床厂的外国专家们居
住的地方，如今被更新改造成咖啡
馆，吧台前摆放着一台机床，上边排
列着大大小小的齿轮，成了这里独特
的装饰风格，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我
们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调调。墙上
还有一些盲盒，里面装着以前的老部
件，让人觉得很用心。看到这些就觉
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咖啡馆。”现场
的一名游客兴奋地说。

在新改造成的一机床厂史馆内，
记者见到了原一机床总厂精密传动装
置制造厂的厂长李彦忠。今年已经
86岁的李老，平时喜欢在老厂区里转
一转，看一看，更新改造工程开始后，
老人更加惦记这里。看着保留下来的
职工之家和食堂，老人告诉记者：“当
年我们职工食堂搞得特别好，自己做
的包饺子机、压面条机、面包机，各种
炒菜，应有尽有，到下班时间就在职工
之家门口摆上半成品，工人下班了拿
着饭盒买走。职工之家里边可以坐
1500人，放电影、开大会，附近学校开
会啥的，也都来借我们的礼堂。”

李彦忠这次来，还约了好友陈恭
樊一起，陈老曾是一机床总厂的副厂
长，比李彦忠晚到厂1年，两位老人都
是出校门进厂门，在这个厂一直干到
退休，所以这里几十年间发生的很多
事情，都在他们眼里、心里。看着咖啡
馆墙上那些已经泛黄的图纸，陈恭樊
的思绪被拉回到60多年前，在那样的

办公环境中，一机床人硬是啃下了一
个又一个技术攻关难题，尤其是在弧
齿锥齿轮机床制造方面，创造出了骄
人成绩。陈恭樊说：“锥齿轮机床里面
有一个叫磨齿机的，那是锥齿轮机床
的皇冠，不但精度高，而且结构复杂，
它是做航空航天一些尖端技术用的，
但是那时我们国家没有，后来我们通
过观察国外的机床，进行测绘研究，最
后通过短短的两年时间把它开发出来
了。那两年，一机床人群策群力，全厂
参与，3000多种零件，牵涉全厂各个
岗位，所以这个产品是引以为傲的，也
在我们机床行业得到一等奖。”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是陈恭樊他们那个年代
产业工人的真实写照。经过无数个日
日夜夜的攻关，一机床工人制作出了
更多高精密度的弧齿锥齿轮，为我国
军工航天工业输送了更多可靠产品。
李彦忠就是利用这样的机床，为当时
我国最新型主战坦克加工制作齿轮，
这也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事。“纪念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时，
99A式坦克通过天安门，我一看电视
高兴了，我跟我儿子说：‘你看这坦克
的齿轮是我做的。’当时激动得不得
了。”李彦忠说。

在厂史馆的劳模墙前，看到当年
厂里的劳模林德时的照片，李彦忠停
下脚步，这是一机床人对产品质量精
益求精的代表，曾经创下5年内没出
过废品的生产纪录。李彦忠介绍：“他
是高山族，祖孙三代在日本，后来他的
叔叔领着他们回了国，一般厂里的活
都是他把关，后来他带的徒弟叫王如
昌，技术比林德时一点不差。他配的
那个轴承，严丝合缝，在天津市技术比
赛得了第一，严师出高徒。”望着劳模
墙上这些老同事的照片，李彦忠如数
家珍，在他心中，一机床不仅制造出了
高精度齿轮等各式产品，更重要的是
培养了无数像照片中一样，对工作勤
勤恳恳、精益求精的匠人，他们是成就
大国重器的根基。

在老厂区聆听
历史与未来对话

老厂区里的工业遗存勾起回忆

老厂区更新工程紧锣密鼓

徐凤文讲述一机床的历史徐凤文讲述一机床的历史

李彦忠讲述当年用的老计算器李彦忠讲述当年用的老计算器

一机床旧址内改造后的咖啡馆一机床旧址内改造后的咖啡馆

一机床旧址保留的老车间厂房一机床旧址保留的老车间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