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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唐山工业遗产文化的调查研究，提出全媒体视觉传播下的工业遗产旅游推广策略研

究，以此来提升民众对工业遗产文化的认知，并推进城市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方法 根据唐山不同时

期工业遗产的发展进程，总结城市工业遗产的相关特征，以多媒体化与全媒体化为传播媒介，用全新的

旅游推广模式引导人们进行互动，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取更深层次的工业遗产价值理念。结果 形成了具

有鲜明唐山工业遗产建筑特色与科技价值的视觉文化，以智慧城市为落脚点，通过多方面的思考，研究

出了一种紧随当下时代发展的新型态服务设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结论 以全媒体视觉传播下的唐

山工业遗产旅游推广策略为研究导向，通过传承城市工业文化、宣传城市品牌形象等有效策略，为唐山

乃至全国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提供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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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Strategy of Tangshan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under All-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WANG Yan-ting, WANG Chu-wei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research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promotion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all media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angshan industrial heritage culture, to improve the public's cog-
ni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dustrial heritage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angsh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ndustrial heritage 
were summarized. The new tourism promotion mode was used to guide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multi-media and all-media. In this process, a deeper value concep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was obtained. A visual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values of Tangshan industrial heritage was formed. 
With smart city as the foothold, and through the multi-layer thinking principle, a new type of service desig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era was developed. It was truly people-oriented. Guided by the tourism promotion strategy of 
Tangshan industri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media, decisions for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Tangsha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s industrial heritage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effective strategies such as inheriting urban industrial 
culture and publicizing the concept of urban brand image. 
KEY WORDS: all-media vision; Tangshan industrial building heritage; tourism promotion strategy 

当今工业遗产的价值已不单单体现在生产技术

或工业物质遗产上，更重要的是其工业遗产物质价值

背后所衍生出的精神文化的内涵与传承。唐山不仅是

一座近代城市，也是一座工业化城市。这座城市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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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中创造了七个第一：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采煤矿

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

机制水泥、第一座铁路桥、第一张现存股票，这些都

是唐山工业遗产所具有的科技与文化价值中的独特

之处，因此，应抓准唐山工业遗产的时代发展脉络，

根据其相关历史特征与技术特性，在全媒体时代下进

行策略研究。从唐山工业遗产博物馆内的重大历史事

件中提取文化素材并借助传播媒介来唤起大众对工

业旅游的认知，通过对其互动模式进行设计开发，提

升唐山乃至全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地方性

的归属感，这些精神也是城市文化载体与身份认同的

宝贵来源。 

1  唐山工业遗产历史形成及现状概述 

唐山工业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 4 个阶段。 

1.1  洋务运动时期 

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唐山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

的工业进程。洋务派在唐山创建了一系列煤矿、铁路

与军工企业，并开创了我国华北平原地区工业化发展

的先河。例如，唐山开滦煤矿作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

采煤矿井，在凿井、开拓、掘进、通风等技术层面，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艺系统，在提升、排水、排风等

关键环节上实现了机器生产[1]。另外，唐胥铁路是我

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位于铁路沿线的

唐山火车站旧址是迄今为止我国保留最为完整的火

车站，其发展见证了我国铁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2  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时期，开滦煤矿被日军占领，后被英国

人接管，从此我国开始了与英国长达 6 年的抗战，最

终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夺取了管理权，并将其

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1914 年德国人汉斯走进唐

山陶瓷厂并开始着手援建，并在此建造居所。但如今，

该厂的机器设备与大部分厂房已经被拆除，唯有汉斯

居住的别墅被唐山市政府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

其独特的建筑材料、结构及工艺使其在唐山大地震 
中未受损伤，因此具有很高的建筑价值，被后人命  
名为“汉斯别墅”，也被列入了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1.3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唐山启新水泥厂被日军控制，沉

重的赋税和外货的入侵使其由繁荣走向衰退。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凭借中华民族一同抗

战的积极性，运用战前积累和临战地区拆卸下来的钢

结构材料，对其进行改造与加固，并在原有基础上进

行延长与拓宽，但其刚竣工不久就被日军拆毁，使改

造成效甚微[2]。 

1.4  建国时期 

2005 年 8 月经国家批准，唐山市政府在唐山矿

区旧址修建了开滦国家矿山公园。2018 年 1 月 27 日，

开滦煤矿被我国正式列入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

护名录。另外，作为中国中车唐山机车车辆厂前身的

唐胥铁路修理厂，曾在我国成立初期制造出第一批

“前进”与“红旗”牌大型机车，但 1976 年的唐山

大地震造成该修理厂大面积厂房坍塌，致使大批机器

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唯有部分生产车间与一座地震时

未毁的老水塔被列为永久保存的地震遗迹，并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被选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

生产出我国第一桶水泥的启新水泥厂至今仍在运营，

并为我国水泥制造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011 年 1 月

唐山市政府下发了保护条例，在启新水泥厂旧址周边

建立了中国水泥工业博物馆与启新 1889 创意产业园

区，于 2013 年初正式向游客开放，并随之唤起人们

对工业建筑遗产与科技价值的深度认同。 

2  唐山工业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 

2.1  观赏价值 

工业遗产的观赏价值指的是其建筑物的造型、体

量、色彩及材料是否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

力。如启新水泥厂内现有的建筑遗存已有上百年的历

史，因此其建筑厂房兼具了古典与现代两种风格，既

有 20 世纪初建造的古典式精致窑房，又有极具现代

工业风格的厂房和建构物。与此同时，厂区内建筑经

历了多次改造与建设后，保留了完整的厂房清理过

程，使得众多遗存能在游客眼前呈现出跨时代及多层

面的建筑风貌。 

2.2  文化体验价值 

历史悠久的工业遗产总能给人们带来很强的情

感联系和一定的民族情怀。作为拥有上百年工业发展

史的文明城区，它不仅承载了唐山人民对其强烈的民

族认同感，而且还拥有独特的地域归属感。如今，位

于唐山市区内的开滦煤矿老矿址已经停产，随后唐山

市政府提出在开滦煤矿遗址附近建立开滦煤矿博物

馆的保护策略[3]。馆内关于煤炭资源生成与开采的科

普实物种类丰富，且与开滦煤矿相关的档案，如股票、

合同、账本、图片等都得以妥善保存。与此同时，展

馆设计师在设计展厅时恰到好处地使用了环幕、虚拟

成像等技术，使历史再现，让参观者更加深刻地领会

到了当时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 

2.3  科教价值 

在当今科教兴国战略的大背景下，以青少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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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学校周边设立教育实践基地这一举措，已经在

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与提升。全面培养和提高文化素

养、改良社会文化是当今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新型教育

理念。每到节假日，居住在开滦煤矿博物馆周边的中

小学生就会有组织性地来到这里，为游客进行志愿讲

解服务，这种举措一方面拓宽了中小学生的知识面，

另一方面也锻炼了他们的沟通交流能力。开滦煤矿博

物馆的地下则是工人开采煤矿的旧矿道，可以展现出

煤矿开采、运输、井下空气质量监测等方面的布局与

生产过程。地下体验项目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置身

于采矿现场，来亲身感受矿工们的工作与生活状态，

这种潜移默化的科教价值存在于企业职工和地方居

民的集体记忆之中，是当地居民和社区的情感归属，

也是城市文化载体和文化身份认同感的来源[4]。 

3  全媒体视域下的唐山工业遗产文化传播

方式 

从当今“全媒体”视觉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工

业遗产文化领域的保护与更新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

的影响。“新媒体”则是涵盖了与工业遗产文化相关

的数字化媒体传播形式，主要通过移动端媒体、数字

电视、报刊杂志对工业遗产文化进行建设与传播，并

以 互 动 的 形 式 进 行 宣 传 ， 使 其 具 有 一 定 的 创 新 形   
态[5]。“多媒体”的概念是界定于计算机系统之中，

具体表现为组成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人机交互式信息

与传播媒体和随之产生的工业遗产附加价值，主要包

括文字、图片、照片、声音、动画和影片，其作品是

通过光盘或网络发行的。而“全媒体”是对“新媒体”

与“多媒体”的综合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打破过

去只能对图像进行单一保存的传播模式，同时实现了

对工业历史的情景再现，乃至运用 VR 技术身临其境

地体验工业生产的过程，这些视觉的传播方式不仅在

阐述遗产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使公众加

强了对工业遗产的记忆和认知。 

3.1  全媒体时代下交互技术的融合与演进 

为了更好地保护唐山工业遗产，开滦煤矿博物馆

的内部结构是很难对外开放的，但如果无法将建造师

设计出来的实用性内部装饰，展现在观众眼前也是非

常遗憾的，因此，人们可以利用全媒体时代下的新型

数字技术将馆内木质结构以及斗拱的搭建过程还原，

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能

在其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工业遗产建筑带来的科技价

值与无限魅力[6]。此外，通过体感操作设备、多点触

控技术、语音识别技术等多种人机交互方式，使观众

能够通过简单的动作、手势、声音等操作在参观过程

中完成与 VR 作品的互动，这种让观众直接参与其中

的方法，也是未来工业遗产价值传播的有利趋势。 

3.2  全媒体视域下的唐山工业遗产旅游传播媒介 

虽然网络媒介存在着工业遗产传统文化主题的

弊端，但是随着当今互联网技术手段的发展与普及，

数字技术迅速提升，新媒体与全媒体技术的融合实

践，便能展现出全新的知识体验和文化感受。以唐山

工业遗产旅游传播媒介为例，用一些科技手段将其部

分工业遗址进行场景重现，并在场馆内增设具有儿童

趣味性与亲子互动性的文化体验馆，这种全媒体视域

下的新型态服务性设计，能让受众群体更加真切地体

会到工业遗产文化融入到日常活动中的感觉 [7]。此

外，还可以利用百度地图中的街景技术将工业遗产博

物馆的内部实景记录下来，并使用高清像素摄像机拍

摄馆内名作。随后在工业遗产博物馆内打造 360 度导

览功能，网络博物馆也随之形成，使人们获得一种额

外的视觉文化体验。该技术手段还能与其相对应的 
实体博物馆形成一种全新的“社区文化”，并将其逐渐

发展为公众文化活动的中心，这种常态化及多元化 
的互动体验，能更好地推动工业遗产文化的传播与 
发展[8]。 

3.3  运用新媒体技术定制个性化服务设计体系 

在调研问卷设计前期，笔者对生活在唐山工业遗

址周边的唐山市民进行了访谈。结论是唐山市民对其

工业遗产文化的认知度并不高，而服务设计体系最初

的作用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基础之

上的，因此，可以根据这一基本要素对唐山工业遗产

旅游纪念品进行线上及线下的服务。线上服务主要是

将游客拍摄下来的工业遗产照片，利用最短的时间制

作成为一张精美的明信片，游客还可在 APP 上选择

自己喜欢的明信片进行绘制，随后插入常用联系人，

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将问候与祝福信息发送出去，

这样一来，线上定制的个性化旅游产品就诞生了。另

外，线下服务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具有 3D 打印

旅游纪念品功能的交互式邮筒设计；二是线下旅游纪

念品加盟店的用户体验与品牌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前

者是在邮筒形态元素的设计之上，增添了交互式的电

子触摸盘与 3D 打印功能，用户可在电子邮筒与旅游

纪念品的简单交互方式下完成文创产品的打印。旅游

纪念品加盟店除了现有的明信片售卖和加盖景区特

色印章服务外，对店内的服饰、背包、文具等创意衍

生品打造出统一的视觉识别体系，并以此强化以唐山

工业遗产旅游为主题的加盟店品牌形象。 

4  全媒体方式提升大众对工业遗产旅游认

知的策略 

工业遗产的价值虽然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

的认同，但是人们对于工业遗产的认知还不深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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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助视觉技术这一最直接的方式引起全社会对工

业遗产的重视与参与，文化旅游体验就是一个很好的

切入点。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小众的旅游产品，旅游者

不仅需要静态学习与参观，而且需要在交互、体验、

参与中有所收获，需要对遗产地的展示方法进行创

新，因此，全媒体视觉传媒是大众参与文化遗产旅游

的重要动因。 

4.1  蕴涵全媒体传播观念的城市工业遗产文化品牌

构建 

在全媒体传播视角下，唐山工业遗产文化品牌的

产生在其塑造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虽然京津冀

地区工业遗产呈带状分布，但是在其品牌形象构建这

一层面上可借鉴的经验较少。在结合传统的全媒体传

播经验的基础上，能够大大提高唐山工业遗产品牌塑

造的成功率。而城市工业遗产文化的品牌传播和精髓

在于彰显城区形象与培养市民涵养。唐山工业遗产的

文化传播类型主要分为以下 3 种：一是工业建筑文化

遗产（如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二是铁路交通业

文化遗产（如唐胥铁路、滦河铁桥），三是当代文化

（如饮食、戏曲等），这其中隐藏着许多过去独特的

生产工艺与附加的文化价值。作为历史悠久的工业化

聚集地，平面设计师可选取具有典型视觉文化的工业

元素，通过对其素材的延展以此作为创立唐山城市形

象品牌的一部分[9]。与此同时，受众群体也能对唐山

工业遗产品牌形象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因此，应着手

打造唐山工业遗产旅游推广策略研究的产业平台，并

通过这一措施使唐山工业遗产视觉文化走上可持续

发展之路。 

4.2  运用视觉传播增强民众对城市工业遗产文化认

同感 

在媒体化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唐山工业遗产文

化认同感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在移动

设备应用中，可借助全媒体将唐山工业遗产文化以植

入电视广告、微信小程序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其中，

旧厂区的机器设备、旧时代的文化记号是城市工业遗

产突出的普遍价值，也是唤起人们时代记忆的典型代

表，因此，可将构建遗产的“地方性”保护与加强“地

方感”感知融入到宣传中，并深化成为具有“地方认

同感”的城市工业遗产。视觉传播是民众了解工业遗

产文化传播与传承的窗口，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

解到唐山工业遗产的基本形态与其背后的精神文化

内涵。例如，将开滦煤矿与启新水泥厂两家企业内工

人的“工匠精神”通过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并通过媒

介传播出去，这会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视觉效果与文化

认同感[10]。 

4.3  运用全媒体环境丰富工业遗产文化旅游的传播

形式 

根据唐山原有工业遗产的历史性质，可围绕工业

遗址在其周边建立各类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创意产业

园区，这是深化工业遗产文化旅游的重要举措之一。

另外，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将全媒体的传播环境深

化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以唐山开滦煤矿相关人物事迹

编写的《开滦奇迹》为例，可将其编订成书籍并进行

出版与发行，其中包括英文和汉字两个版本；还可以

借助唐山市广播影视局、电视台以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进行大力宣传，网络技术可以深度挖掘唐山文化资

源，把具有唐山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融入其

中，让人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能够领略唐山独特的 
艺术文化魅力，最终实现唐山工业遗产的全方位共享

模式。 

5  结语 

唐山拥有丰富多样的工业遗产资源，本文探讨了

工业遗产在转型发展问题上的可操作性。以全媒体视

觉传播为大背景，以唐山工业遗产文化旅游为切入点

进行推广、设计与研究，在工业遗产文化场馆的建设

上，可利用现代先进的交互技术、数字技术、网络共

享等传播方式进行全媒体环境下的新型态服务设计，

使受众群体对工业遗产文化的认知度大大提升。这不

仅为唐山工业遗产旅游产业的开发起到了良好的传

播效用，而且还能不断提升大众对工业遗产文化的认

同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心。这些技术也将以全新

的传播方式对唐山工业遗产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进行

价值重构与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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