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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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棉”特色建筑能否保留？
网友建议建个纺织工业博物馆见证郑州纺织业发展

文化部门表示“博物馆”正在论证中
曾经辉煌引人关注的郑州棉纺工业基

地，近日再次得到网友的关注。昨日，网
友发帖《郑州国棉厂区值得作为优秀近现
代历史建筑保留和使用》。就网友有关保
留郑州三棉优秀历史建筑的提议，记者咨
询文化及规划部门得知，在郑州三棉旧址
上建设一座纺织工业博物馆的提议，去年
已经列入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各厂区的
大门也将保存下来。
晚报记者 董洪刚 汪永森/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昨日，网友“戴建筑师”在网上发帖《郑州国棉
厂区值得作为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保留和使
用》，市内几座棉纺织厂在城市改造中的命运引
起网友关注，而网友提议的保留优秀近现代历
史建筑，更是得到不少网友的支持。

“这几个连着的棉纺织厂，应该完整保留一
个厂区！其中可能‘三棉’的比较好，大门、主办公
楼、两边的两个小楼，建筑风格都比较有历史感。”

“戴建筑师”在帖子中认为，郑州三棉厂区很值得保

留，应该将“三棉”厂区改造成类似“北京798”那样的
艺术区，吸引艺术、设计、创意、文化类企业进驻，并
设一个纺织工业发展纪念馆或博物馆。

对于这位“戴建筑师”的提议，不少网友表
达了支持的意见，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拆迁可以
改造“三棉”职工和居民的居住环境，应该理解
厂区居民期待拆迁的心情，希望相关部门在保
留“三棉”优秀历史建筑的同时，也对居民的生
活欲求予以考虑。

昨天下午，记者走进了郑州三棉，原来这
里工人上下班忙碌的情形已经很难看到了。

“三棉”的大门和主楼建筑是由上世纪 50年代
苏联专家设计的。工会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指
着主楼说：“你看这个楼现在还是非常气派的，
楼建得很结实，能抗七八级地震。”

主楼前的道路两侧种着各种树，很多也很
杂。花坛里虽然长了些野草，但是整体布局非

常合理。在主楼上挂着一个“花园式单位”牌
子。从主楼穿过进入生产厂区，机器的轰鸣声
震得地面都颤抖，“这已经好多了，原来机器没
有拆的时候，声音才大呢！”一位准备下班的工
人说。部分机器已经拆除，部分厂房只剩下电
灯。有的厂区设备已经完全拆完，没有运走的
机器躺在一起。“我不敢进生产区，看了心里难
受！”退休工人王师傅说。

工人李师傅说，在“三棉”三四代人在厂
里上班的情况很多。一位 80岁的退休女工在

“三棉”上班 30多年：“我进厂的时候还是十
七八岁的姑娘，现在走路都成问题了。我的
儿女和孙子辈的都在这里上班。”

一位工会的工作人员说，她对“三棉”非常有
感情，这里有她太多的回忆。“在上个世纪80年
代，谁要能娶一个棉纺织厂的女工那是很不容易
的，现在不行了。”她说“三棉”曾是很多年轻人的
梦想之地，一家几代人在此上班很正常。

几代人孕育的郑州三棉，很多工人舍不得
它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很舍不得，但是为了
要发展，我们还是支持厂里的改革发展。”工会
的工作人员说。

有些消息灵通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得知可能会
保留一部分作为郑州纺织工业博物馆，“应该将是
大门和主楼这部分吧，这里是最具代表性的，现在
全国找这样的厂房不超过3家”。一位工作人员
认为，这样规划基本上能够保留“三棉”面貌。

“保留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保留我们的
一点记忆。”采访中，有不少工人觉得郑州应
该有一个纺织工业博物馆，“棉纺织业对郑
州一段时期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这是我们
很多棉纺织工人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昨日下午，市文化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本市进行的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已将工
业遗产和老字号作为重要内容进行普查。我市
在建国初期是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留下了许
多厂房和设施，这些都是宝贵的工业遗产，目前
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郑州三棉旧址建设一座纺织工业博物馆，
提议去年已经列入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文
化局正在研究论证具体如何实施。郑州建设
纺织工业博物馆的提议，多个部门都在研究
探讨论证中。

随后，记者咨询市规划局得知，市内几个
棉纺厂的大门将在改造中继续保留。

网友发帖希望保留“三棉”建筑

郑州三棉曾是花园式单位

“三棉”承载几代人的梦想

“三棉”的大门和主楼建筑是由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设计的，建筑风格比较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