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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旧址变公园
本报记者 张 丹

40多年前，首批尿素产品在“沧州大化”生产下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尿素化肥的
历史。今天，大化工业遗存将作为大运河畔的老工业区，被打造成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园的一部分——

蓝天、绿树、正在被改造的
红砖厂房以及加班加点施工的
工人，汇聚成一幅画卷，“讲述”
着这个老工业遗存的“蜕变”。

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
个老厂区，将以全新的“容颜”
出现在沧州人面前，点亮美丽
的大运河畔，变成一个让无数
沧州人生活更美好的工业文化
园区。

人们在这里可以了解沧州
工业的历史，可以沿着空中栈桥
了解让沧州人引以为傲的“尿
素”生产工艺，可以在这里看各
种展演，也可以从这里坐船游览
运河，还可以带着孩子嬉戏游玩
住上一晚……

“大化”历史不能忘

沧州化肥厂（沧州大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以下简称大
化）改造项目正在紧锣密鼓进
行。

“不管怎么变，有一个宗旨
不能变。”沧州大运河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
运河集团）该项目负责人赵雪松
说，那就是让来园区的人们，了
解沧州大化的历史，凸显出沧州
工业立市的特色。

赵雪松说，正因为这样，园
区的正大门，选在清池北大道的
入口处。

从入口处进入园区，厂区
的老道路做了保留，改造成中
轴景观步道。步道上的文化地
雕形成别具特色的“沧化历史
长廊”。

“地雕一共 9 个，边走边看
边了解。”赵雪松说，上面记录着
大化的建厂阶段、投产初期、生
产发展……

之所以这么浓墨重彩地突
出 这 段 历 史 ，赵 雪 松 告 诉 记
者，那是因为大化在沧州的工
业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从荷
兰、美国引进了 13套大型化肥
生产装置，其中一套装置留在沧
州。当时，沧州市北郊被称为“北
大荒”，土地盐碱瘠薄，人们在这
里挖坑养鱼，且这里距运河较
近，取水方便，所以厂址就选在
了运河边。人们住工棚，用小推
车填坑垫基，建起了厂房，自力
更生，搞科研攻关，造出了世界
最大平板车，将设备从码头运到
沧州。国内外专家通力合作，建
起了当时先进的生产线。

沧州化肥厂 1977 年 4 月 4
日成功实现首批尿素产品下线，
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尿素化肥
的历史。

最繁忙的时候，沧州大化老
厂区的生产车间 24小时不间断
生产，全年生产 48万吨尿素和
30万吨合成氨。每天约 40节火
车车皮从这里将“铁狮”牌尿素
和合成氨运往全国各地。后来，
大化改造搬迁，老厂区就成了遗
存。

“生产最繁忙的时候，你想

想那是怎样一番场景？”赵雪松
说，他虽然不是大化人，但这样
的历史也值得每一个沧州人骄
傲。

“除此之外，在观步道的旁
边，还会有沧州大化文化长廊。”
赵雪松说，沿着文化长廊走到
头，就来到了造粒塔前。

空中栈桥看工业

赵雪松说：“这个造粒塔当
年可是制造化肥非常重要的一
环。将化肥水变成化肥粒，就是
从这里实现的。”

造粒塔的旁边是压缩机和
一些管道。这些连在一起，正在
被打造成一个工业“艺术森林”。

沿着大门口的文化长廊走
到头，就走到了空中栈桥的入
口。

而这个空中栈桥，就是在造
粒塔和这些管道周边新修的观
赏桥。

到时候，这些设备的周边会
安装造雾装置，营造出当年生产
化肥的氛围。人们沿着这个桥走
一圈，就能把当年制造化肥的工
业流程看一遍，也就能明白化肥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这将会成为孩子们了解工
业发展最佳的‘第二课堂’。”赵
雪松说。

“到时候走在空中栈桥上，
看着机器里冒出的雾气，人们又
仿佛看到当年生产的情景。”赵
雪松说，漫步其中，人们可以尽
情拍摄。

他觉得，这里作为一个兼顾
科普、体验的展示区，将成为新
的网红打卡地。

采用“首钢大
跳台”工艺

除了当年生产化肥的建筑
和设备，当年厂区里储存和运输
化肥的设备，也将成为工业遗存
中的一大亮点。

造粒塔与大仓库之间由一
条内部的通道连接。

“造粒塔造成化肥粒后，装
袋、封口，然后就通过内部通道
运进仓库了。”赵雪松说，仓库旁
边就是月台、铁轨。

“每天 1600 吨化肥就是通
过这个铁轨上的 40多节火车车
皮运出厂区，运往全国各地的。”
赵雪松说。

如今，曾经的铁轨和月台，
正在经历着改造。改造完成后，
这里将增加很多不同时期的火

车头，被打造为一个机车博物
馆。

火车头将会被改造成一个
小咖啡吧或者小饮品店，供人们
游玩和休息。

当年的大仓库，也正在被改
造成工业博物馆。“门廊两侧设
置时间展墙，记录沧州工业历史
重要时刻、感人事迹，其他空间
可用作会议室和开办展会。”

赵雪松说，为了将大化工业
遗存尽可能完美的体现出来，大
运河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还专门
到首钢工业遗存去学习。

学习的内容不仅仅是改造
的工艺、技巧，还有如何真正地
保存好这些老工业遗存，让她去
发挥最大的作用。

“大仓库的改造工艺，就是
按照首钢大跳台的工艺进行刷
漆、改造的。”赵雪松说。

活水公园连运河

临近月台的地方，是大化曾
经生产时用的蓄水池。

如今，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
个活水公园。

公园的附近，有展示沧州
52 个武术种类的特色大步道。
大步道附近，将被改造成为一个
小型的观演场所。

活水公园距离运河很近，游
人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入堤顶
路，然后坐船游览运河。

“在这看完一个小型演出
后，再坐船游览运河，是件多么
惬意的事情。”赵雪松说。

除了这些，大运河集团还对
一些老厂房、老车间进行加固、
改造，但保留了老车间工业风的
原貌。

赵雪松说，这些地方会形成
一个工业遗产街区，“包括非遗
特色酒店、非遗生活街区、非遗
产业孵化中心及非遗创客基地
等。”

孩子们也会在这里发现一
个不一样的游乐场，所有的游乐
设施都是用大化曾经的蓄水罐
做成。

“我们会把那些‘大罐’刷上
漂亮的颜色，让孩子们来一场工
业风的快乐游玩。”赵雪松说，延
续原净水设备的历史，结合海绵
城市的展示，将原来的蓄水池改
造成融儿童玩耍互动与海绵城
市教育于一体的场所，这一定会
给小朋友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赵雪松说，在首钢工业遗存
学习时，他的感触特别深。

在改造之前，首钢大跳台
是首都钢铁厂的工业旧址。北
京冬奥会期间，世界各地最顶
尖的运动员在这里腾跃翻转。
首钢园区成为文化创意、休闲
娱乐、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体
育培训、会展服务于一体的新
区域。

赵雪松希望通过努力，大化
工业遗存也能成为给沧州人民
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工业迪士
尼”。

（本版照片由大运河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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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福馨家园10、44号，悦民家园16、18、36、44、47号，祥
泰15号等8套门面房面向社会公开招租，有意者请报名承租。

报名地点：建业大厦1507室 咨询电话：8698267（工作日
8:30-12:00，14:30-17:30） 沧州市公租房运营服务中心

招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