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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版“高线公园”可以玩什么？来看看后浪设计的广钢铁路小镇
乘着重启的广钢火车，游览散落在铁路沿线的铁路

文化博物馆；欣赏沿途花海、田园、广州独一无二的X形
钢斜撑广钢铁路花地河桥；听听当年火车的鸣笛声、“火
车来了，请注意安全”的广播声，和广钢铁路的故事；打
卡以铁路或花为主题的潮玩集市、花市、咖啡馆；线上
APP云养花，线下在铁轨上体验种花、种菜；在广钢铁路
旁增设的自行车道骑行，坐火车去西塱搭地铁……

这是 5所高校的“后浪”们设计的广州版“高线公
园”——废弃9年的广钢铁路将被打造为广州首个以火
车文化为主题，集饮食、玩乐、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文旅
商综合体——“工控资产·广钢铁路小镇”（详见《新快
报》2022年5月8日《广州将有“高线公园”，广钢废弃铁
路将变身“铁路小镇”》报道）。近日由广州市名城办指
导，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联盟联合铁路小镇建设单位
广州工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举办“广钢铁路新生活”联
合工作坊，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
学、广州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导师的指导下，
用有活力、有创意和接地气的设计活化铁路工业遗产。

工控企管公司党委书记尹兴华表示，工控企管公司
将吸取联合工作坊的成果转化运用到广钢铁路具体方
案之中，打造广州市老企业“活化”的精品工程，成为展
示广州工业、广州工控文化的窗口。

重要的是挖掘铁路文化
“在保护发展问题上，保护是主干、基础，这非常重

要。铁轨与文化部分都应是主干线。对表象和内在文化

特征和价值要进一步挖掘，简单修好铁路是一方面，重要

的是铁路文化的特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教授钟舸）

“挖掘、分析、研究历史、文化、生活的视角再稍微开

阔点，我查了广钢资料，它对广州区域工业文明的演化和

广州城市发展转型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从这个

高度看这条铁路和沿线承载的历史、文化、艺术等的价值

和现代化转型的意义，能更好地为我们具体方案注入更

多文化内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

研究所高级规划师王军）

铁路活化能否对芳村的发展有所为？
“碎片化是当前全国各地历史文化保护过程中最重要

的特征和问题，像广钢铁路这种线性遗产在这过程中显得

非常重要，不光是遗产本身的价值，更多还有整合串联碎

片化遗产的意义。广钢铁路沿线低效用地非常多，各种情

况不一致，如何在存量时期激活这些用地，需要非常优质

的公共空间，线性铁路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将来这条

铁路沿线一定会成为广州的新网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高级规划师王军）

“我们在做这件事时，不应该仅仅只为了做这条铁

道，要借这个事情谈谈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机会，我特别

关注这条铁路给周边和整座城市带来什么关联。同学们

都只关注铁路，与周围各个街区、区块没有接口，有接口

后形成更自然和一种重构的关系会为周边带来什么可

能，比如当它们合在一起后使这个地方增值了。”（广州美

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沈康）

“这个线性廊道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广州工控和广

州的关系就在这里，在铁路活化中是不是能对芳村的发展

有所为？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我们和决策者要一起来解

决。”（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博导王世福）

要有运营意识
“除了炫酷的方案和奇思妙想的构思以外，还是要有意识

往运营方面想。谁来实施、谁来策划、谁来运营？再往深想，

谁出钱、怎么盈利？如何把美好公共空间的建设和周边低效

开发、激活相结合，兼顾公益和邻里关系。”（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高级规划师王军）

要有生态思维
“基本缺乏生态思维，这是7公里的地段，旁边有水，

今天我们都在说海绵城市，但同学们都没有从这个视角

安排。”（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

参考文献：《广州市芳村区志》,1997

希望设计挖掘市民回忆，
展现广州工业文化

“我们那时全广州市的中学生都去筑广钢铁路，挑

泥，是劳动课。”（市民何姨）

“我高一时去白鹤洞修广钢铁路，还是中秋节的晚

上。”(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郭明卓)

“希望通过深度挖掘历史故事，把一代人的回忆、印

记通过创新的设计，让新一代有深刻印象。期待～期待

～”（建筑师Wendy)

“广钢铁路是广州工控、广州工业文化遗产遗址的重

要组成部分，方案设计除了要关注广钢铁路本体外，还要

注重整个广州工业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项目

设计要与广州城市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保护好以广钢铁路

等工业遗产遗址为载体的时代印记，挖掘讲好以广钢工人

为代表产业工人故事，展现工业文化魅力，为广州打造一

张景城融合的城市名片、为广州工控创建一个展现文化的

新窗口、为游客创造一个必来打卡的旅游地标、为市民营

造一个时代记忆的情怀空间。”（老广钢人 曾金雄）

据名城保护联盟研究，广钢铁

路专用线是国内目前保留最长、最

完整的工业铁路之一，建于1958年，

全长约7公里，始于广三铁路五眼桥

段，止于广中码头，是广钢工业遗产

的重要组成，广州重工业发展史、铁

路运输发展史的实物见证。已被列

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保护，是广州

首次将铁路专用线纳入预保护。

广钢铁路施工时，有百万市民

和国际友人共同参与修铁路，广钢

铁路因此也承载了广州市民的集体

记忆，市民对其有强烈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

广钢铁路沿线经过有“岭南第

一花乡”美誉的芳村，早在南汉时

期，芳村花地就以盛产素馨、茉莉花

而名闻天下，芳村又是岭南盆景艺

术的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后更以

花卉、盆景产业闻名海内外，至今铁

路沿线的葵蓬村、东漖村、南围村等

村落仍遍布花场花圃，以花为业。

后浪们将如何结合工业遗产铁

路和在地文化花卉，打造广钢铁路

独特 IP？走，新快报记者这就带你

云游后浪们的广州版“高线公园”。

“我希望铁路可以恢复运行，做观光式的城际列车，

穿梭于广钢新城、芳村一带，既能重新利用铁路，也能作

观光旅游。”（广钢老员工梁浩荣）

“希望像海珠的有轨电车一样，可以用来观光旅

游。特别是像我儿子很想坐有轨电车，去海珠、黄埔坐

过几次了，小孩子贪新鲜。”

“我钟意、我钟意坐有轨电车！我想在家门口就有

电车坐。”（住东漖新村的郭先生和近10岁的儿子）

……

广钢老员工、市民们的愿望都将会实现：可以重新

坐上广钢铁路火车。

广钢小镇是一个散落在铁路沿线的铁路文化博物

馆，搭上广钢铁路火车，跟着火车师傅一起，游览沿途的

扳道房、道口栏木机、指示灯、轨道衡、信号楼等工业遗

产……广钢铁路的历史随着火车的前行一幕一幕上演。

（“可以把铁路当成活态博物馆，现状的、将来的，新

和旧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张松）

火车旅行，除了重温广钢铁路的历史，也少不了沿

路好风景的相伴。

广钢铁路过村庄、跨河涌、穿涵洞、入都市，沿线的

葵蓬村、东漖村、南围村是著名的花卉种植地，有着大片

的花地，地毯般黄灿灿的菊花田，碧波潋滟的鱼塘，金鱼

养殖基地……花田湿地基塘风光绝美。

而整段铁路的“高光亮点”则非广钢铁路花地河桥

莫属。今年3月，它入选广州市第七批历史建筑推荐名

单。

（“每个桥墩像一张‘板凳’一样，有四条腿，中间还

有两条垂直的腿，外面四条腿是1985年加固时加上去

的，同时在水下打网格框架作地梁，这些‘板凳腿’都坐

落在网格的交叉点上，这等于给桥在原有双柱管桩基础

上，加了一套新的支撑系统，这个加固技术当时属国内

首创。在柱子之间还加了钢箍和X形的钢斜撑，很少有

桥是这样设计，成了桥的形象特征，具有技术和美学价

值。”——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刘晖）

你可以在此站下车，漫步花地河桥，还可以坐上花

地河的游船到东口涌涌口，饱览一程滨水风光。

广钢铁路停运后，附近葵蓬村、东漖村、南围村花

农和居民利用铁轨空地种上了花或蔬果，废弃铁路成

了秘境花圃和轨上田园，每天浇水、堆花泥、施肥，他们

忙得不亦乐乎。

“如果活化后，不来干扰我，我就会在这里继续种

花。”（花农婆婆）

“现在铁路上摆花多，以后可以活化成花场，但花

摆在两边就好了，不要盖住铁路，或者做绿道、慢行道，

但都要保持铁路的特色。”（前来打卡的市民王姨）

花农、市民的愿望实现，原生态的轨上田园被保

留，花农、菜农们可以继续在铁路上种花、种菜。

你不仅仅可以漫步铁路变成的花卉、农业景观步

道，还能在花农菜农们的指导下，亲自动手栽种或采

摘，并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带回家，让你在城市里也能体

验田园乐趣。

（“城中村改造无法避免，希望在改造过程中多留

点原生态的，甚至保留现在的利用方式，像种花、农田，

野趣要有所考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博导张松）

喜欢网上冲浪的后浪们还可以体验花卉“元宇

宙”，在线上平台玩游戏“云养花”，解锁鲜花果蔬的生

长、特性以及花期等知识。用玩游戏获取的金币兑换

铁路沿线花农们种植的鲜花，你也可以直接线上下单

定制你想要的花卉品种，花农们接单后会帮你栽培好，

直接帮你配送到家。花农们可以借此零成本接订单，

增加销售路径的同时也没风险，也能增收。

（“很好地把握住在地花卉主题，对沿线地域的产

业发展有一定的思考和布局。游戏作为主线串联非常

符合年轻人的喜好，如果能把这个做深，一定能吸引年

轻人。在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得不考虑线上线下

结合，这也是新趋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高级规划师王军）

（“铁路对边界的影响是什么，它跟邻居的关系更

重要，要尊重菜农、花农，花是用来卖的，引入他们时要

注意能不能带动边界，线性景观是四两拨千斤，千斤是

指整个线性景观能带动的生长区域。”——华南理工大

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博导王世福）

“广钢铁路在龙溪立交东、芳村大道东、西

塱等3个地方要穿过马路，当火车要接近道闸

时，会提前不断重复播报‘火车来了，请注意安

全’的提醒。后来火车停运后，我们回到厂区，

忽然不知道谁不小心播放了这个录音，听起来

真的特别亲切，特别感动！可以在道闸口把这

个声音还原。”（老广钢人 曾金雄）

“以后铁路可以搞成网红打卡点，但不

要太大动作，有保护就好，大搞就不好了，搞

掉了就没有了，现在很少有这种地方了。”

（住坑口，买菜路过铁路打卡的阿姨）

……

广钢铁路小镇成了一个集漫游、休闲、

运动、文化、科普、娱乐、“声生不息”的铁路

乐园：

在乐园里的声音博物馆，听广钢人的故

事和回忆、广钢和广钢铁路的历史、当年参

与建造铁路的市民们的回忆等等。老员工

们可以在时光电话亭和老同事、老朋友时空

对话，共忆当年的青春热血。

（“用声音非常好，显示出对历史文化的

敏感性，也体现出在城市设计中已不再是简

单的视觉空间了，多种感知都结合在一块，

是多元性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

规划系教授钟舸）

（“最有特点的是关注平民的历史和故

事，关注了过去的人的生产生活，让现在的

人能感受过去人的生活、生产和文化。”——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

究所高级规划师王军）

（“这里面的声音要多一点，不仅仅是铁

路、工人的声音，档案、口述史都应该呈现在

其中。现在我们就应该抓紧做老工人们的

口述史。”——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教授、博导张松）

周末一家人或约上朋友一起来铁路涵

洞下的绿地公园露营，在花地河滨江公园里

垂钓。

附近学校的学生和运动爱好者们，可以

来跑跑步，到滑板公园滑滑板，在街舞舞台

来一段即兴表演，或约上三五好友打一场篮

球赛。

时下最潮的 VR 体验，后浪们怎能错

过，当一回火车司机，为广钢运一次货物。

再到铁路上玩一场以铁路为主题的沉浸式

密室逃脱，体验感绝对独一无二。

怎么样，铁路乐园是不是乐趣纷呈，但

它可不止好玩，这里融合历史与现实、工业

与生活、充满互动趣味的景观就是代表广钢

铁路IP的打卡点。

原来铁路的指示灯、“小心火车”指

示牌等老物件，火车零件分布在乐园里，

你找到了几个？旧车厢也回归，文艺青

年们打卡拍照，还可以走进车厢里买一

份广钢铁路 IP 文创产品或一杯咖啡；而

过去用于称火车货物重量的轨道衡，则

成了孩子们的大玩具，一踩上去就能发

出声音和光亮。

用铁轨相同材质制作的入口展墙展示

着广钢的历史，孩子们记得去按一按广钢铁

路历史互动景墙的按钮，声影结合的广钢铁

路历史跃然于墙上。

除了怀旧风，还有工业风，乐园里随处

可见形似螺旋桨、齿轮、机器人等金属制的

装饰品，既有工业风，也有科技感，这是后浪

们结合广钢人定胜天、效率至上等工业精神

和独立、活力的年轻人精神特点，为广钢铁

路活化植入象征科技、积极、叛逆的“蒸汽朋

克”主题。

（“这个主题贡献了对类似工业遗产的科

技之美、工业之美的视角，这非常重要。工业

遗产本身代表着人文里面比较重要的科技进

步，有科技革命的印记在里面。”——华南理

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博导王世福）

广钢铁路小镇还有很多围绕铁路和花的主题活

动在等着你：艺术家们以铁路为主题的艺术展览；逛

花卉博览会，在花地里听花地文学论坛，坐在铁路旁

看以铁路为 T 台的广钢服装设计周……小镇运营

“主理人”，负责打造小镇主题活动，将广钢铁路作为

一个潮牌来经营。

（“‘主理人’模式很有意思，大胆用了运营的思

维，这是很好的尝试。”——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

和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雪梅）

（“品牌+运营的思想注入到设计之中，这是以

往思考城市时比较欠缺的。”——广州美术学院建筑

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沈康）

“我希望重新开火车，做观光线不错，有了观光

车，还能做交通工具方便大家出入，我们多了一个出

行方式的选择，很多居民都很赞成。因为这里最不

好的就是离地铁口远，现在我们只能坐公交车。如

果有了火车，我们就可以坐火车去西塱搭地铁，方便

好多。”（住汾水小区的徐婆婆）

广钢铁路停运后，铁路和花地河桥都成了市民

的出行路径；它也将继续发挥其交通功能：

像徐婆婆这些铁路沿线的居民们，可以在家

门口搭乘火车，去西塱搭地铁，或者去茶滘吃饭、

买菜；你来游玩也可以从西塱地铁站出站后无缝

接驳进入铁路小镇。花农们可以用它运送鲜花。

（“这保持了铁路特点——它仍然是一条‘运输

线’，还能和铁道的生动状态联系起来。我们不能只

把它完全当作线性空间和历史的东西，它还可以一

条交通线、运输线的方式回到我们身边。”——广州

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沈康）

除了可以坐火车，你还能沿着铁路骑单车，感受

铁路小镇的历史文化。

跟着火车司机去旅行
线路 1

跟着花农学种花
线路 2

跟着老员工游铁路乐园
线路 3

跟着艺术家一起玩
线路 4

恢复交通功能：
可坐火车出行、沿铁路骑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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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何 姗
■采写：新快报记者 方汝敏 何 姗
■摄影：郭思杰 何姗 邓迪

广州版
“高线公园”
独特IP：

广钢铁路，花

■背景是广钢铁路上用于称火车货物重量的轨道衡。 ■广钢铁路过村庄、跨河涌，沿线的村庄是著名的花卉种植地，是一条观光线。

■广钢铁路停运后，附近

村庄的花农和居民利用铁

轨空地种上了花或蔬果。

■广钢铁路上的扳道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