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甘化制糖厂一公里江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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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住宅、商业、历史工业区、艺术

空间……多年来，粤海努力让大湾

区“活”出了一处处人文的城市地

标，培育出城市的自造力。从江门

甘化制糖厂、广州侨商楼、深圳金

啤坊……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形成

了独特的城市更新思路。“回望与

前行”的城市更新摄影展，用镜头

展现城市的更新发展和市民生活

的日新月异，从历史文脉到美好人

居、理想空间的逐步形成，每一张

图片都是城市精神的缩影，活化在

地人文、再造城市的记忆，讲述的

是商业发展与人文情怀，经济效益

与社会责任。

在粤海身上，既有引领未来的探

索，也有把历史与当下相连的嫁接。

未来，粤海将继续挖掘城市更丰富的

文化肌理、更充沛的时代活力，引领

湾区生活，迈向美好的未来。

比起恢弘的建筑地标
让城市会“呼吸”更重要

从工业遗存中找回城市脉搏

在解开被遗忘的城市历史档案，进入

影像和图像世界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认

识一下江门。从高空俯视，江门地处西江

与其支流蓬江的汇合处，因江南的烟墩山

和江北的蓬莱山对峙如门而得名。外界对

江门的熟悉度，相当一部分来自该地是著

名的侨乡之都——有400多万江门籍海外

华侨华人遍布全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江门拿得出手的远不止这

些。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在今年年初召

开的全市高质量发展第一次推进会上明

确，江门将全面实施“科技引领、工业振

兴、园区再造、港澳融合、侨都赋能、人才

倍增”六大工程，打开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2022 年，江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3%，增速排广东省第二，创江门建市以

来最好排位，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而江门粤海城的“前身”——江门甘

化厂代表的是江门工业发展最鼎盛、最辉

煌的时代，该制糖厂是我国“一五”时期建

设的重要项目，是当时我国引进规模最

大、第一个通过与国外资本及技术合作共

建成功的项目。2021年，江门甘化厂先后

入选首批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第五批国

家工业遗产名单。在江门的城市发展设

想中，甘化厂制糖分厂及附属码头一带，

将改造成工业遗产博物馆，打造文创集

市、文创基地、现代工业设计展馆等，一张

新的“城市名片”呼之欲出。

走进甘化厂，砖红色的外立面布满

历史的“褶皱”，大部分窗户上的玻璃已

经大面积剥落，多棵绿植从建筑外墙的

缝隙当中探出头来。据曾担任甘化制糖

厂厂长兼高级工程师余卓荦介绍，个别

厂房内保存有比较完整的制糖分厂建筑

和设备，这都是在国内同时期的制糖工

厂里极其稀缺的。

广东粤海置地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旷虎在启幕致辞中表示：“甘化厂是周

恩来总理亲笔提名，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糖

厂，它承载的不仅仅是江门人的记忆，更

是南方工业发展乃至民族工业崛起的辉

煌历史。今天我们所在的江门粤海城，这

是代表着粤海最新一代城市更新理念的

综合体标杆作品。在发展中回望总结，在

前行中扬帆远航，粤海将积极参与湾区城

市建设发展，响应湾区规划和发展目标，

为世界级大湾区的打造不断助力，为推动

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让艺术在鲜活空间生根

沿着江门粤海滨江艺术公园绵延1公

里的江岸线行走两三百米，便能看到城市

的历史和现代的交汇之处——“城市影像

艺术节摄影展览区”，这里设立“潮涌、奔

流、领秀、前行”四大篇章，从历史到现实，

从城市到社会，从生态到文化，以多个维

度把粤海在过去和未来的城市发展中的

探索和努力呈现在大家面前。百多幅跨

越漫长时间线的摄影作品，与不远处的江

门甘化厂遥相呼应，开启“跨时空对话”。

对城市而言，如果让城市空间有机会

再上一个层级，除了着眼在历史遗产空间

上的改造，挖掘市场的内生需求，更是区

域场地的破题之道。2020年5月，粤海置

地在公开市场摘牌，取得包括江门甘化厂

工业遗产核心保护地在内的约20万平方

米土地开发权。粤海置地以“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为基调，保留甘化厂的建筑、旧

船只、起蔗吊车等具有年代感的标志性物

件，并将其融入环境景观设计，增加休闲

设施，打造出焕然一新的江门粤海滨江艺

术公园，成为江门又一处“城市文化客

厅”。而江门粤海城，更是获得了第十届

“广厦奖”此项国家级殊荣，“大湾区首届

城市影像艺术节”主场粤海滨江艺术公

园，在“2022 美国 AMP 建筑大师奖”中荣

获景观建筑|公共景观类别“至尊奖”。

在粤海的解读中，在不断加速腾跃而

上的粤港澳大湾区，粤海一直从“心”出

发，用沉下去“深耕”的坚持，记载了对湾

区的深情，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入创新

场，不断用建筑的力量为地方解题、实践。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人”始终都是

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者。人们也在

用文学、文化、书写等各种方式，为城市的

烟火气添上一份厚重的意蕴。想要将城

市界面上有着强大根系“艺术种子”就此

埋下，延伸至湾区的整片土壤，同样离不

开“人”的参与和塑造。启幕当天，主办方

将新快报摄影学院摄影基地、广东青少年

书画大赛艺术写生基地等均落地到这个

拥有人文气息和西江自然风景的粤海城

里。至此，湾区的自然山水和城市脉搏，

在众多参与者的摄影、书写下，增添了更

多富有生命力的涵义。

历史古迹的重塑，文化地标的打造，

绿化社区的延续……粤海置地认为，城

市发展是在空间重塑提升过程中，创造

着无限的新生活状态。

在广州，无论是浓厚的人文气质的

丽江花园、延续城市文脉的拾桂府、壹桂

府，还是具“呼吸感”的有机低碳社区的

粤海金融中心、传承南粤精神和历史文

脉的广州侨商楼……一座座建筑塑造着

城市的文化韧性，空间的改造也在内内

外外践行可持续理念。

而位于广州越秀区珠光路的侨商楼，

更是经越百年，中西合璧的骑楼式建筑承

载了广州近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侨商文

化。作为承担广州首例活化利用历史建

筑的开发商，粤海置地在尊重历史文化传

统的基础上探索现代生活方式，前后历时

11年，可谓“十年磨一剑”，专心、专注、专

业地把建筑、立面、园林与老城区调性相

融合，终于在2020年，改造后的侨商楼正

式对外开放，这项活化工程更获得了“红

棉中国设计奖·2021产室内设计至尊奖”。

与原建筑相比，该楼的拱廊、趟拢

门、花瓶栏杆等特色被保留和修复，首层

引入咖啡厅、书吧，为街坊提供休息阅读

空间；二层为多功能文化展示活动空间，

定期举办艺术展示、沙龙等活动。粤海

最大程度地尊重文化的根系和场地的共

生关系，既保留原有的广府非遗文化，又

搭建起地方性新兴实力派品牌展示的舞

台，营造出商业化的生机，创新与情怀和

谐共生。

大湾区首届城市 影像艺术节启幕

与城市对话， 让艺术在鲜活空间生根

在工业遗址的城市更新中，粤海的

“造城逻辑”离不开“创造”的态度，不仅

是空间迭代升级，还要维系城市的精神

属性，在截然不同的场域里，依旧能创造

出同样能直击人心的视觉符号和情境带

入感，赋予全新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地处深圳市罗湖区“中国珠宝第一

商圈”的粤海·深圳粤海城就是典型的例

子。它由三个地块及历史建筑活化改造

（工业遗存）组成，其中最独特的部分“金

啤坊”，就是通过对原金威啤酒厂遗址历

史建筑进行充分“活化”利用，改造升级

实现土地、空间、项目的价值重生，并将

文化与建筑相融，承接城市精神与记忆，

打造成为深圳城市新名片和文化活动热

点场所。

粤海城金啤坊的前身是金威啤酒厂

房。从1985年金威啤酒建厂，到1990年

7月第一瓶金威啤酒投产，年轻的深圳从

此有了自己的啤酒品牌。这是深圳第一

例将拆除重建与综合整治模式融为一体

的复合式旧工业区更新项目，基于对工

业遗存保护利用与对城市更新活化的探

索，粤海置地以金啤坊（原金威啤酒厂）

为空间载体，推出首个文化艺术运营平

台——“G-Proiect”，打造融合数字创意

产业、艺术文化事件及公众参与实践的

新生代工业遗存创意样本。这里不仅集

合了装置、雕塑、诗歌、绘画、影像等多种

艺术形态，许多艺术家和品牌也来这里

对各种建筑和装置进行了二次创作。

同时，金啤坊与粤海城项目引进的另

一个特色业态品“天河城购物中心”互为

融合，从建筑空间、业态互补到经营管理

等，都是一脉相成，将“活化”“价值重生”

的理念有效串连。而去年12月启动的第

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展场更

选址深圳粤海城·金啤坊艺术街区，让金

啤坊从单一生产的工厂区域转变为未来

多元文化艺术交融的地标场域。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年亚洲第一
大糖厂——甘化制糖厂，是无

数江门人的骄傲，曾经的辉煌给江门人留
下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个拥有一公里长西
江海岸、并设计成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制糖
车间，严格来说，在当年已是艺术作品。这
个工业核心遗产，不仅在当年成就了甘化
本身，在如今还成为了江门的城市记忆，更
成为了艺术生根发芽的文化空间。

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连锁
反应。一个文化遗址、一个住宅项目、一
座购物城或一片公共景观、一个艺术场
地……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元素本就有
相互增进、补充价值的作用，通过给一个
地方引入新的元素，并激发动态效应、链
式反应，连锁带来的积极效应可以扩大
到其他区域，带动片区持续更新。

随着湾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当下的
江门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这座城
市要如何甄选出当地最恰当的文化艺术
资源，使其与现代都市文化融合，形成江
门独有的文化新形象、新气质？

在此之前，城市需要被回望，找回一
些时代缺失的细节，对当地文化传承作
出回应，从而更好地出发，去想象粤港澳
大湾区的未来。2023年5月6日，由粤
海置地、广东新快报社、广东省摄影家协
会大画幅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大湾区首
届城市影像艺术节”在江门粤海城启幕，
展出了百多幅记录湾区城市成长变迁的
摄影作品。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城市
影像艺术节不再局限于一室之内，而是
搬到户外，在真实的现代建筑和历史文
保遗产中进行一次关于城市的对话，讲
述重塑城市人文景观与纹理的故事。

■采写：新快报记者 梁茹欣 何璐诗 梁志钦 ■摄影：新快报记者 邓迪

塑造独特地方形象，注入新介质、新动能

培育可持续人文营造，打造文化热点场所

■侨商楼实景图。

■深圳粤海城·金啤坊实拍图。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提供）

■深圳粤海城·金啤坊实拍图。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组委会提供）

■5月6日开幕当天，江门粤海滨江艺术公园摆放着百多幅城市摄影作品，展现城市变迁脉络。

■5月6日，由粤海置地、广东新快报社、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大湾区首

届城市影像艺术节”在江门粤海城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