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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作为常州航海仪器厂
的老员工，史海金再次走进这片曾经工
作和奋斗过的老厂区。如今，这里正在
施工改造中。

“这个位置有个快坍塌的仓库没有
了，那边有个荒废的池塘填平了，还有
个宿舍早就成危房了也拆掉了……”
史海金对老厂区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
期待。按照规划，这里将被改造成“航
仪1966”文化创意园。“这个老厂区荒
废好久了，我期待着它的重生！”

与史海金家一墙之隔的仙鹤酱油
厂也有了新的名字——“蓝·1869文化
园”，该园区将结合仙鹤酱油老厂的文
化历史和位置优势，围绕“数字文化、艺
术展馆、美术馆、网红创意、文化展陈、
老字号展示中心、文化旅游”等文化产
业核心内容，打造创业新场景和文化产
业新热点。

作为三堡街上成立最早的文化创
意街区，运河五号创意街区经过十年的
壮大，已形成“运河记忆、工业遗存、创

意产业、常台合作”四大主题，吸引近
90家文创类工作室和公司入驻，平均
每年吸引70多万名参观游客。从“古
运河畔老工厂”到“常州文化新码头”，
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已经成为运河工业
遗存保护的“常州样本”。

“在三堡街，一批老旧厂房蝶变文
创新地标，不仅呈现了深厚的城市历史
记忆，还将打造都市文商旅新空间，成
为市民开启美好生活之旅的新选择。”
王小花说。

运河三堡街段：

老厂聚集地，文旅新地标

本月月初，航仪厂改造提升项目（运河五号二期）开工仪式在钟楼区三堡街举行。伴随
着开工的嘹亮号角，三堡街段“运河明珠”又添新成员。它与运河五号、常州酱品厂（仙鹤酱
油厂）一起，将成为三堡街的标志性文创园区。

历史上，运河三堡街段曾是漕粮转运枢纽，很有名的西仓便建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
这里成为老厂的聚集地。如今，部分老厂区变身工业遗存，昔日的旧厂房已经或者正在变成
文创聚集地和文旅新地标。

“网友们说，在这里，转角就能遇见
‘常州’！”三堡街社区党委书记王小花
每天都会在三堡街上走一走。这几年，
三堡街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市井风和
文艺风更浓了，不仅是很多接地气的美
食，还有一些写着“常州”等字样的创意
外墙也深深吸引着外地游客。街边还
有一些多巴胺色系的精致小屋，随手一
拍就是大片。所以，这里每天都有全国

各地的年轻人来打卡。
在王小花看来，三堡街运河段之所

以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历史的
沉淀。这里不仅是常州历史上西仓所在
地，还曾是老厂聚集区。“用一句很文艺
的话说，这里承载着常州的独家记忆。”

对于三堡街的火，90后唐斌有着深
切体会。三年前，他在走访三堡街团团
河片区时，发现这里聚集着不少几十年

前的老房子。其中一些闲置着无人居
住。于是，他就选了一处，把两层老民居
打造成很有韵味的老上海风格的洋房。

据他统计，随着三堡街的爆火，他
的民宿每年接待游客5000多人，其中
不少是来自俄罗斯、美国、西班牙、日本
等地的外国友人。

最近，唐斌在三堡街又拿了一座老
房子，打算把自己的民宿事业做大做强。

三堡街附近的居民，一直把运河南
侧，南运桥往西，一直到中吴大桥附近
看成是运河三堡街片区。

“要谈运河三堡街段，肯定要说一
说西仓桥。”今年79岁的史海金是三堡
街上的老居民，是这里几十年历史变迁
的见证者。在他心中，西仓桥老桥曾是
三堡街的地标之一。

老的西仓桥就是广济桥，是明代始
建的古桥，清中期改建为三孔石桥。上
世纪八十年代，因大运河拓宽，老的西
仓桥被移建到东坡公园。“为什么大家
称广济桥为西仓桥，因为历史上，这里

有座大粮仓——西仓。”
历史上，西仓桥一带曾是重要的漕

粮转运枢纽。资料记载，明正统五年
(1440年),为解决阳湖、武进的漕米储运,
官府在常州运河的东、西两边,分别建了
东、西两座大型粮仓。东粮仓早毁，常州
漕运的西粮仓,简称“西仓”,规模宏大。

据《西仓图录》载：西仓大门口有
“仓神庙”“西仓牌坊”“仪门”,后院有
“仓厅”“官厅”“东侧厢”“西侧厢”“公事
所”等。

东、西仓是常州府武进县漕粮储存
地，四乡农民纷纷来到此地完粮纳税。

当时,运河中粮船如梭,运河边车水马
龙，两岸店铺林立，人声鼎沸,一派繁荣
景象。

西仓库作为常州地区最大的粮库,
历经沧桑,多次遭受火警兵燹之灾。清
顺治、康熙、同治年间,常州西仓都曾修
整扩建。民国初年,政府曾将西仓改为
钱粮仓库，抗战前,改为中央银行常州
实物仓库。抗战后,西仓又改为军粮仓
库、伤兵医院等。1949年后,成为常州
粮食局第一仓库,后改称西仓桥仓库。
1958年,与常州米厂合并,改为常州市
第二粮食加工仓库。

“我年轻的时候，三堡街运河沿线
聚集着很多老厂！”史海金不仅是三堡
街老居民，还曾在这里的老厂上过
班。他15岁开始在常州第五毛纺厂做
学徒——这里如今变成了网红文化创
意园区——运河五号。几年后，他又

“跳槽”到常州灯泡厂工作，灯泡厂后来
成了常州航海仪器厂。如今，这里即将
改造提升，建成新的文化创意园区。

与他家一墙之隔的是常州酱品厂
老厂区，也曾是仙鹤酱油厂的所在地。
现在，这里的改造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改造完成后，也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创
意园区。

王小花说，这三个文化创意街区以
运河为线，将文化遗址、工业遗产“串珠
成链”，推动三堡街文旅新业态、新场景
创新升级。

史海金老人回忆，除了这三个老
厂，三堡街运河段还曾涌现出常州米厂、
常州酿酒总厂、曙光化工厂、光辉造漆
厂、实用制品厂等常州一批知名老厂。

“那时候，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发
达，运河航运是主要运输方式。这些老
厂区分布在运河边，方便原材料和货物
的运输。我年轻时，三堡街的运河上，
船来船往，非常热闹。”

一批老旧厂房蝶变，这里成为市民美好生活新选择

三个创意园区聚集，这里的工业遗存“串珠成链”

这里曾是漕粮运转运枢纽

历史沉淀遇到文化创意，这里成网红打卡地

运河南岸三堡街

航海仪器厂改造后的大门效果图

运河五号创意街区成运河工业遗存
保护的“常州样本”

唐斌在三堡街打造的网红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