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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神话》

前言

　　作为沈阳市的居民，沈阳的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沈阳铁西区那样刺激过我们的眼球、震荡过我
们的心灵。也曾是沈阳居民、以后移居国外的王姓同乡，于1999年回到沈阳拍了一部纪录片叫《铁西
区》，在世界各地发行。它记录了当时铁西工业区的老旧、破落、衰败，用一个个特写镜头凸显工人
们下岗失业后的悲戚和无奈。9个小时的片子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死寂，是迷茫，是绝望。所以纪录片
编导用一句哲理性语言对铁西区做了概括：“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看来这位同乡短视了，纪录片镜头记录下的都是事实，但它不是事物发展的终结。可能那些年他同他
的故乡隔着海洋，听不见铁西人的内心深处还跳动着什么。当时铁西区确实陷入了困境，但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大中型企业改革是要毁灭一个铁西区吗？人民政府是让为共和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铁西区
工人阶级走向贫穷和饥饿吗？当然不是。在铁西区承受改革的剧烈阵痛时，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
委、政府正在筹划为铁西区孕育一个新婴儿的分娩，这个婴儿不因受计划经济的种种重压而直不起脊
梁，这个婴儿能沐浴市场经济的甘露，能像哪吒那样脚踏风火轮，闯荡在世界经济大潮中，成为手擎
红旗旗不湿的涛头弄潮儿。那些一时满面愁容的工人们也从历史的感受中知道他们不会被社会遗弃，
他们相信阵痛后的铁西区还会为中华民族的工业振兴再次崛起。所以在铁西区的大地下有炽热的、希
望的地火在流动，铁西人在困境中忍受着，在破落的建筑旁坚守着，就像准备出发的战士，他们相信
一定有地火喷发那一日，铁西一定会出现新景观。铁西区没有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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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神话》

内容概要

《铁西神话》的创作发表对铁西来说是一件大事。各位作家用饱蘸感情的文字，用铁西几年来改革实
践的文字，记录了铁西改革振兴的辉煌历程，它将与铁西的百年工业历史、百年工业文明同在永存。
李继安代表区委、区政府感谢各位作家的完美创意，并对各位作家创作中付出的艰辛表示深深的感动
。在谈到读过此书的感悟时，李继安说，铁西是世界的铁西，我们必须要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和工作境
界，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铁西发展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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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神话》

书籍目录

序（李宏林）奇迹在延续（汪诚）东搬西建大写实（邱长发）绚丽的转身——北二路今昔（杨集才）
再现辉煌——沈重巨变（刘晓东）让世界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沈鼓自主创新纪实（曹丽薇）中国
工人性格——记首席工人专家杨建华（李宏林）生机——沈重盾构机与英雄的曹佰库团队（胡世宗）
“小巷总理”黄大妈（赵阳）大遗产——铁西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纪实（初国卿）铁西嬗变中的文体大
合唱——铁西文化场馆建设（孟祥棣）安居不是梦——铁西安居工程（田继忠）为失地农民撑起一片
蓝天——铁西新区“移村再建”工作纪实（肖世庆）感受蓬勃——铁西区教育战线巡礼（李占恒）健
康花雨舞缤纷——铁西卫生事业纪实（杨清林）远大，让世界惊叹——远大集团纪实（赵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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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神话》

章节摘录

　　所推动的旧的工业产业园区向现代化工业园区转变的变革，是中国，乃至世界产业园区演进历史
中的崭新尝试。获得新生之后的铁西，虽然只经过六七年的时间，就获得了一系列的殊荣，但铁西要
真正走向世界，必须将历史财富和自然资源得到有效的运用，尤其是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下大
工夫。这一点，铁西的决策者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在铁西“东搬西建”的同时，也在抓紧工业遗产
的保护与利用，其中做得最为成功的就是铁西工人村生活馆和铸造博物馆。　　铁西工人村生活馆建
在位于赞工街2号的工人村里。“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9月，是闻名全国的工人居住聚集区。“楼上
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对铁西区“工人村”的生动写照。“一五”期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高
潮的到来，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沈阳市投资1200万元建起规模庞大的工人村居住区。143栋苏式风
格建筑拔地而起，令人心潮澎湃。据了解，当年的“工人村”总占地面积达73万平方米，是中国最早
的工人住宅楼群。“工人村”的第一批住户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干部、劳动模范、高级知识分
子和高级技术工人。为了保护工业文化遗存，铁西区委、区政府决定按照文物保护原则，在保留原建
筑风格的基础上，将“工人村”改造成今天的工人村生活馆。该馆由7栋苏式建筑合围而成，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只对墙体进行了加固处理，基本保持了“工人村”住宅的原貌。生活馆复原了不
同年代13户典型家庭的原貌以及当年的合作社、幼儿园、粮站、邮局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200多幅老
照片、5000多件实物，再现了当年铁西工人的生活场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印证了铁西老工业基地创
业、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

Page 5



《铁西神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