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嘴山市工业遗产“一遗一策”表
★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

序号工业遗产名称 地址 区位 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风格 建筑面积
现状使
用功能

产权性质 建筑价值特色（历史概况）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措施 禁止使用功能

1 ■大武口火

车站候车室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长城

路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长城

路南侧、

平汝线北

侧

1959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500㎡ 培训室 国有资产

1959年建成使用，有货物线4

条、段管线1条、专用线

13条，被兰州铁路局确定为战

略装车点，该站担负着石嘴山

境内的煤炭、煤碳制品、矿山

机械一级农产品等运输任务，

年货物发送量1200万吨，占宁

夏铁路总运量的40%以上，为

石嘴山乃至宁夏经济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及

外围开敞空间为

边界确定。核心

保护范围约为

2574平方米。

北至长城路道路红

线，南至平汝线，

西至西侧建筑边界

线，东至东侧建筑

边界线，建设控制

地带面积约为5693

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确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加油加气站，对居住

和公共环境有干扰、

污染的工业级物流仓

储设施，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建筑安

全等使用功能。

2
■大武口洗

煤厂职工单身

楼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人民

路490号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工人

东街与贺

兰山北路

交叉口西

南角

1965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1125㎡ 居住
为50户居

民所有

大武口洗煤厂单身职工宿舍建

于1965年，建筑面积1125平方

米，宿舍管理实现“四无、三

化、两齐全、一具备”。配备

专人管理，定期组织检查评

比，多次获自治区“生活福利

单位”。是石嘴山煤炭系统第

一家实现旅馆化管理的职工大

楼。洗煤厂单身楼为目前能够

留存于石嘴山市中心城区为数

不多的老旧建筑之一。外墙面

采用小红砖贴面，保存完好。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及其建

筑围墙为边界确

定。核心保护范

围约为2449平方

米。

建设控制地带按核

心保护范围向外延

伸的外围道路边界

和开敞空间划定。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约5109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确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建设控制

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历史建筑

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设控制地

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修建

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12米，其体

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

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历史建筑

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除可能引

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为公众服

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加油加气站，对居住

和公共环境有干扰、

污染的工业级物流仓

储设施，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建筑安

全等使用功能。



3

★■大武口

造纸厂(原国

务院五七干校

造纸厂）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星海镇星

海村隆湖

一站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星海镇星

海村，隆

湖公路以

西，沙湖

大道以

南，经九

路以东

1968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5000㎡ 工业 国有资产

前身为国务院直属五七干校造

纸厂，始建于1968年，由国务

院下放知青亲手建成，厂房屋

盖采用混凝土桁架结构，屋面

采用原木方板，建筑风格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色。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开

敞空间为边界确

定。核心保护范

围约为18470平方

米。

以大武口造纸厂老

厂房用地边界及围

墙范围划定。建设

控制地带面积约

37900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确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建设控制

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历史建筑

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设控制地

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修建

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米，其体

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

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历史建筑

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除可能引

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为公众服

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加油加气站，对居住

和公共环境有干扰、

污染的工业级物流仓

储设施，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建筑安

全等使用功能。

4.1
神华宁煤白芨

沟矿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汝箕沟矿

区白芨沟

煤矿

1972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11.2652平

方公里
工业 国有资产

白芨沟办公楼始建于1969年，

建筑为砖混结构，4层楼，高

约13米，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

米。选煤楼建于1972年，用于

原煤装运，建筑面积883平方

米，建筑体积4342立方米，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砌围

墙，捣制肋型楼板。

核心保护范围为

白芨沟矿区矿界

为边界确定，核

心保护范围约为

11.2652平方公里

以白芨沟煤矿老厂

房用地边界及围墙

范围划定。包含白

芨沟办公楼、选煤

楼、机修车间、人

行井、副井。

制定了工业遗产项目管理制度，认真对照并严

格遵循国家工信部发布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

办法》和《石嘴山市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制

定《汝箕沟无烟煤分公司工业遗产管理办法

》，扎实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工作，成

立专门领导小组，对白芨沟煤矿成立以来所形

成的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资产进行了“清单式

”摸排，明确了相关的管理体制、职责分工、

责任落实和保障要求等，制定了安全、日常维

护、设备及环境卫生、参观检查接待、内外宣

传等工作措施。对经过市级以上管理部门认定

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

艺术价值工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开发和利

用，保持工业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

征，确保核心物项不被破坏，延续历史文脉。

禁止对居住和公共环

境有干扰、污染的工

业级设施；禁止生产

和储存易燃易爆、放

射性、毒害性、腐蚀

性物品；禁止其他有

损历史建筑价值或危

害安全等使用功能。



4.2
神华宁煤大峰

矿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大峰露天

煤矿

1970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3.78平方

公里
工业 国有资产 多数建筑为砖混结构

核心保护范围为

大峰矿矿界为边

界确定，核心保

护范围约为3.78

平方公里

以大峰露天煤矿老

厂房用地边界及围

墙范围划定。包含

大峰矿食堂、机修

车间等。

认真对照并严格遵循国家工信部发布的《国家

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和《石嘴山市工业遗产管

理办法》，制定《汝箕沟无烟煤分公司工业遗

产管理办法》，扎实推进大峰露天矿工业遗产

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对大峰露天煤矿成立以来

所形成的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资产进行了“清

单式”摸排，明确了相关的管理体制、职责分

工、责任落实和保障要求等。

禁止对居住和公共环

境有干扰、污染的工

业级设施；禁止生产

和储存易燃易爆、放

射性、毒害性、腐蚀

性物品；禁止其他有

损历史建筑价值或危

害安全等使用功能。

5
★■石炭井

矿务局职工俱

乐部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石炭

井街道办

事处文化

街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石炭

井街道办

事处东侧

约100米

1968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约600㎡ 展览 国有资产

石炭井矿务局职工俱乐部地处

贺兰山腹地石炭井矿区，始建

于1968年，砖混结构，占地

1000平方米，可容纳1160人，

后移交石炭井矿务局管理，改

名为石炭井矿务局俱乐部，随

着矿区迁移，人员减少，现已

停止使用，建筑整体保存完

好，建筑高一层，外墙采用清

水砖墙面，立面采用立体线

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及

外围开敞空间为

边界确定。核心

保护范围约为

4552平方米。

北至职工俱乐部北

围墙，南至职工俱

乐部南广场，西至

职工俱乐部西围

墙，东至职工俱乐

部东围墙，建设控

制地带面积约为

17497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确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加油加气站，对居住

和公共环境有干扰、

污染的工业级物流仓

储设施，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建筑安

全等使用功能。

6
★■石炭井

矿务局职工医

院旧址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石炭

井街道水

泉街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石炭

井街道办

事处东侧

约100米

1961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约30000㎡ 展览 国有资产

石炭井矿务局职工医院1961年

在临时医疗机构“野战医院”

的基础上动工新建，建筑面积

4000平方米，后经数次改扩

建，建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

是一家二级综合医院，重点专

科是骨科，对危、急、重创伤

的急救及颅脑、脊柱、四肢创

伤的诊断治疗经验丰富，先后

被授予国家级爱婴医院，全国

百姓放心医院、自治区煤炭厅

文明医院。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及

外围开敞空间为

边界确定。核心

保护范围约为

18643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向外

延伸30米，北至职

工医院围墙外道

路，建设控制地带

面积约为30889平

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确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加油加气站，对居住

和公共环境有干扰、

污染的工业级物流仓

储设施，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建筑安

全等使用功能。



7

★■石炭井

矿务局中学旧

址 （原石炭

井矿务局第一

中学）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石炭

井街道丰

安南街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石嘴

山市第十

七小学北

侧约500米

1960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10400㎡ 展览 国有资产

石炭井矿务局中学旧址始建于

1960年，2003年更名为石嘴山

市第十一中学，2007年正式撤

销学校建制。学校院落及建筑

布局成中轴对称式，建筑风格

简洁、挺拔，时代特征明显主

体结构地基基础稳定。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及

中学旧址围墙为

边界确定。核心

保护范围约为

47689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向外

延伸30米的保护范

围，西至301省

道，建设控制地带

面积约为69097平

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向外延伸30米的保护范围，西至

301省道，建设控制地带面积约为69097平方米

。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确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加油加气站，对居住

和公共环境有干扰、

污染的工业级物流仓

储设施，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建筑安

全等使用功能。

8
■石嘴山老

市委院落及建

筑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大武

口区朝阳

西街67号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朝阳

西街和青

山北路交

叉口西北

角

1970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5200㎡
行政办

公

大武口区

委员会

石嘴山老市委院落及建筑具有

典型的七十年代行政建筑的特

点，建筑布局采用严格的中轴

对称式，外墙面采用小砖贴

面，建筑风格庄重、肃穆。

核心保护范围为

外围开敞空间及

建筑本体周边道

路为边界确定。

核心保护范围约

为11124平方米。

北至青川巷道路红

线，东至青山路道

路红线，南至朝阳

西街道路红线，西

至用地红线西界建

设控制地带面积约

30387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确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15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加油加气站，对居住

和公共环境有干扰、

污染的工业级物流仓

储设施，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建筑安

全等使用功能。



9.1
原西北煤机一

厂（国家第五

批工业遗产）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金工路1号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西南方向

、潮湖村

与大风沟

之间，背

靠贺兰

山，紧挨

金工路、

110国道

20世纪

60年代
砖混结构

工业建筑

风格
5000㎡ 工业 国有资产

西北煤机一厂工业遗产包含的

机工车间、机具车间等建厂初

期建成的厂房，主要为红砖结

构，厂房层高很高，建筑容量

大，有鲜明的工业建筑元素。

部分厂房外立面至今保留着“ 

努力向XX（已抹除）看齐 不

断向新的高峰攀登”等具有鲜

明时代特色的标语，在部分车

间，绘有毛主席画像，虽然已

被覆盖，仍能依稀看到画面的

整体轮廓。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开

敞空间为边界确

定

以现天地奔牛厂区

用地边界及围墙范

围划定。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却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禁止对公共环境有干

扰、污染的工业级物

流仓储设施；禁止其

他有损历史建筑价值

或危害安全等使用功

能。

9.2
原西北煤机二

厂

大武口工

业园区

石嘴山市

大武口工

业园区长

安路一号

1978年

大型框架

屋面板结

构

现代风格

个别厂房

只是存放

老旧设备

工业 国有资产

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前

身为西北煤机二厂，始建于

1968年，由国务院下放知青亲

手建成，厂房屋盖采用大型屋

面板桁架结构，屋面采用炉渣

保温、水泥砂浆抹面及SBS防

水处理。

厂房在煤机公司

内。

控制在西北煤机公

司范围内
专人检查维护。

禁止批发市场，禁止

加油加气站；禁止对

居住和公共环境有干

扰、污染的工业级物

流仓储设施；禁止生

产和储存易燃易爆、

放射性、毒害性、腐

蚀性物品；禁止其他

有损历史建筑价值或

危害安全等使用功能

9.3
西北煤机三厂

工业遗产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110国道以

西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高新区，

110国道以

西

1968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1500㎡ 工业 民企资产

西北煤机三厂（现宁夏西北骏

马电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始建于1969年，是由原煤炭工

业部统一规划，原辽宁省抚顺

煤矿电机厂包建、成建制内迁

的三线企业。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开

敞空间为边界确

定，核心保护范

围约为2000平方

米

以煤机三厂老厂房

用地边界及围墙范

围划定。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防空洞及

其构筑物）的维护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

部造型、饰面材料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

重要结构和重要装饰；

建设控制地带：在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

建、扩建、改建工程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

筑物，控制高度为30米，其体量、立面、材料

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禁止禁止加油加气

站；禁止对居住和公

共环境有干扰、污染

的工业级物流仓储设

施；禁止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禁止其他有损历

史建筑价值或危害安

全等使用功能。

10
★石嘴山二

矿二号主斜井

旧址

宁夏回族

自治区石

嘴山市惠

农区银北

矿区管理

办公室金

能煤业分

公司

石嘴山市

惠农区金

能煤业分

公司二矿

1958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12㎡ 工业 国有资产

金能煤业分公司二区二号主斜

井旧址于1958年开工建设，上

组煤段于1960年投产，全部工

程于1962年交付使用。斜井矿

井筒全长380米，断面

11.5米，年设运输能力100万

吨，该井的成功建设标志着石

嘴山乃至宁夏煤炭工业建设进

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随着矿井

技改主立井，2012年9月通风

系统改造，该井停止使用。

保持二号主斜井

遗产周边环境及

主要建筑格局的

完整性。

以二号主斜井旧址

范围划定，建设控

制地带面积约15平

方米。

1.整体保护。对于重要具备整体保护条件的工

业遗产，应整体性保护，并细化保护范围。

2.划片保护。对于重要的工业遗产，如不具备

整体保护条件，应根据工业生产主要流程划出

保护范围。

3.保护外观不受影响。工业遗产重在维持原

貌，在保持主体结构和外观特征的前提下，可

按照新功能进行综合布局、划分，并增加现代

化服务设施，达到观赏性以及安全的相关标准

。

禁止其他有损历史建

筑价值或危害安全等

使用功能。



11

中色（宁夏）

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冶金路119

号

石嘴山市

大武口

区，青山

北路西，

建设西街

北

1964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282300㎡ 工业 国有资产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前身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

公司直属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

、宁夏有色金属研究所，始建

于1964年，将原冶金部宁夏汝

箕沟选煤厂旧址改扩建为钽、

铌、铍研究和生产的工厂。建

设初期均是砖混结构厂房，历

经多年扩能改造，逐渐拆除了

部分旧的砖混结构厂房，形成

了框架结构、钢结构、砖混结

构功能齐全的不同产业厂房布

局。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开

敞空间为边界确

定，核心保护范

围约为38300平方

米（涉密）

以老厂房用地边界

及围墙范围划定。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约47900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却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

禁止批发市场，禁止

加油加气站；禁止对

居住和公共环境有干

扰、污染的工业级物

流仓储设施；禁止生

产和储存易燃易爆、

放射性、毒害性、腐

蚀性物品；禁止其他

有损历史建筑价值或

危害安全等使用功能

。

12 大武口洗煤厂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工人街以

北，青山

北路以

东，前进

北路以西

。

1960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278520.5

㎡
工业 国有资产

大武口洗煤厂的前身是神华宁

煤大武口洗煤厂，它承载了几

代人的记忆，为国家的工业建

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洗煤厂

内有一条三百多米的输煤廊

道，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主

要用于将洗选后的精煤直接从

产品仓运送到大武口发电厂，

起到了节约成本和运力的作用

。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开

敞空间为边界确

定，核心保护范

围约为5万平方米

以大武口洗煤厂老

厂房用地边界及围

墙范围划定。建设

控制地带面积约5

万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却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保护

历史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和绿化。

禁止批发市场，禁止

加油加气站；禁止对

居住和公共环境有干

扰、污染的工业级物

流仓储设施；禁止生

产和储存易燃易爆、

放射性、毒害性、腐

蚀性物品；禁止其他

有损历史建筑价值或

危害安全等使用功能

。

13
★兰州军区

石嘴山综合仓

库 （306）

宁夏回族

自治区石

嘴山市大

武口区北

武当庙东

南侧200米

处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朝阳街

道，东靠

110国道和

九0五厂，

南靠森林

公园，西

有北武当

旅游区和

武当庙，

北有青山

烈士陵园

和贺兰山

20世纪

60年代
砖混结构

近现代风

格
11100㎡

军事建

筑及设

施

国有资产

（军产）

贺兰山内历史军事设施，1969

年筹建，曾称“306”库，

1970年由宁夏军区代管，1994

年与兰州军区宁夏综合库筹建

处合并组建兰州军区银川油料

仓库

—— —— 有人看护 由产权主体管护



14 八号泉水泥厂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石炭井街

道八号泉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石炭井西

南部，距

石炭井约7

公里

1960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4033.6㎡ 工业 国有资产

八号泉水泥厂旧址现已成为石

炭井特色旅游观光点之一，并

被列入石嘴山市工业遗产保护

名录，是石嘴山工业发展的重

要见证。近年来，八号泉水泥

厂凭借残破旧址，先后吸引了

《万里归途》《青春》《狙击

之王暗杀》《末路战士》等影

片取景拍摄。

现状厂房 现状厂房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却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在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的，修建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控制高度为30

米，其体量、立面、材料和色彩等方面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和破坏

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善周边街道环境，清

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的建筑杂物，增设

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施。

禁止储存易燃易爆、

放射性、毒害性、腐

蚀性物品；禁止其他

有损历史建筑价值或

危害安全等使用功能

。

15

大武口区石炭

井一、二矿井

口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石炭井街

道

一矿井口

位于石炭

井新华北

街原松山

工贸院

内，二矿

井口位于

石炭井原

焦煤分公

司二矿生

产区院内

。

一矿井

口建设

于1958

年，二

矿井口

建设于

1960年

一矿井口

为斜井结

构，二矿

井口为竖

井结构

现代风格 —— 工业 国有资产

井口建筑及附属设施（如井架

、栈桥、绞车房）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国家三线建设战略

在西北煤炭工业领域的直接产

物。一矿 1958 年开工、二矿 

1960 年建设的时间节点，对

应国家 “大跃进” 及 “三

线建设” 初期对能源基地的

迫切需求，其建筑形制（如苏

联援建的钢井架、计划经济时

期的工业广场布局）直接反映

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工业建设模

式与技术输入特征，是研究中

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型城市兴

保持井口遗产周

边环境及主要建

筑格局的完整性

。

保持井口遗产周边

环境及主要建筑格

局的完整性。

核心保护范围：加强历史建筑本体的日常维护

和修缮；维持历史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料

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装

饰；除因修缮、保养、抢险加固和设置保护性

设施外，在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

建设活动；却因保护或者保护性利用需要建设

附属设施的，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历史建筑的地标性。改善

周边街道环境，清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

的建筑杂物，增设为公众服务及保障安全的设

施。

禁止储存易燃易爆、

放射性、毒害性、腐

蚀性物品；禁止其他

有损历史建筑价值或

危害安全等使用功能

。

16
西北煤机二厂

技校实验楼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淮宁北路

18号

石嘴山市

大武口东

至二厂果

园，西至

煤山路，

南至贺兰

山路

1987年 砖混结构 现代风格 1679.03㎡ 教育 国有资产

西北煤机二厂技校始建于1978

年，为原煤炭部下属七所技工

院校之一，由于学校发展需

要，于1987年建成实验楼，楼

房为三层砖混结构，楼房后建

有阶梯教室，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色。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开

敞空间为边界确

定，核心保护范

围约为1700平方

米

以西北煤机二厂技

校为范围划定。建

设控制地带面积约

61200平方米

核心保护范围：维持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

料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

装饰；加强巡护，封闭看护，以保护为主，活

化利用，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建筑的地标性，

保护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改善

周边街道环境，清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

的建筑杂物。

周边禁止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禁止其他有损历

史建筑价值或危害安

全等使用功能。

17
石炭井矿务局

总机修厂

大武口区

西北约7公

里

大武口区

西北约7公

里

1970年 砖混结构
工业建筑

风格
30000㎡ 工业 国有资产

前身是原石炭井矿物局总机修

厂，原为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

直属中央总机修厂，2007年11

月原大武口总机修厂与灵州矿

山机械制造公司（1997年投

产）重组整合成立矿山机械制

造维修分公司（简称矿机公

司）。现挂牌为国家能源集团

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山机

械制造维修分公司。

核心保护范围为

建筑本体外围开

敞空间为边界确

定

以现矿机公司用地

边界及围墙范围划

定。

核心保护范围：维持建筑的外部造型、饰面材

料和色彩；不得改变建筑物的重要结构和重要

装饰；加强巡护，封闭看护，以保护为主，活

化利用，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建筑的地标性，

保护建筑与周边街区和建筑的界面关系。改善

周边街道环境，清除可能引起灾害和有损景观

的建筑杂物。

周边禁止生产和储存

易燃易爆、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禁止其他有损历

史建筑价值或危害安

全等使用功能。



18
★兰州军区

守备第一师师

部旧址

大武口区

石炭井街

道办事处

石炭井西

南部，距

石炭井约7

公里，八

号泉水泥

厂东南侧

约100米

1970年 砖混结构 近现代风格
106211.16
㎡(土地面

积

军事建

筑及设

施（闲

置）

国有资产

（军产）

其前身为1948年7月组建的晋

绥军区独立第12旅，后改为西

北野战军第7纵队独立第12旅

。1949年3月改称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7军第20师。1969年10

月由兰州军区骑兵2师改编为

步兵第20师（代号5310部

队），11月，随即从甘南移防

宁夏进驻石嘴山地区。1985年

9月6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撤

销全师建制。原驻地设施逐步

废弃。现整个军营建筑群体闲

置无人使用。

—— —— —— ——

19
★大武口区

农指居住区及

灌溉大渠

大武口区

沟口街道

沟口街道

世纪大道

与301省道

交叉口东

南400米处

。

1957年 —— —— —— —— /

农业生产指挥部建于1957年，

1989年于旧址的东南建农林处

办公楼现交予神华煤业水电分

公司使用，现有办公楼、办公

平房及附属设施（电影院、卫

生所、商场、粮店等）建筑。

大部分建筑现已闲置，办公平

房的前门已封闭，房屋陈旧。

周边的居民房仍在使用。

—— ——

炭井农业生产指挥部旧址保留了 “三线建设

” 时期的建筑风格，多为平房和简易楼房，

建筑布局紧凑，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是 “

三线建设” 时期的重要见证，反映了当时国

家在艰苦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历史进程，

体现了广大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石炭井从一个矿区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工

矿行政区，农业生产指挥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旧址见证了石炭井地区的发展变迁。

——



石嘴山市工业遗产“一遗一策”表

活化利用建议 核心物项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在

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外进行多种功能使

用，鼓励结合历史建

筑的区位及特点，作

为展览/文化体验等

场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建筑本体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在

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外进行多种功能使

用，鼓励结合历史建

筑的区位及特点，作

为展览/文化体验等

场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建筑本体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在

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外进行多种功能使

用，鼓励结合历史建

筑的区位及特点，作

为展览/文化体验等

场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和历史建

筑保护相关规定落实

加快推进与专业机构

的合作进度，对白芨

沟煤矿所有工业遗产

保护开发利用进行整

体规划，建立健全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分级

分类管理制度，开展

工业遗产分级分类管

理工作，形成能够彰

显两局发展历程和文

化特色的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体系。同时按

照易损程度和综合价

值的不同，分别采用

静态保护、活化利用

和功能延续的方法对

各工业遗产点因地制

宜进行保护与开发利

用。鼓励结合区位及

特点，弘扬工业精神

的工业广场、党史馆

等，作为文化会展、

老物件展览展陈等场

所使用等。

不可移动物项白芨沟

办公楼（1969年）、

选煤楼（1972年）、

机修车间（1975年）

、人行井（1966年）

、副井（1966年）；

翻罐笼（1974年）设

备；相关老物件；《

宁夏省平罗县汝箕沟

大岭湾及阴坡开采煤

矿矿区图》、矿志、

珍贵照片等有价值和

代表性的档案资料等

。



加快推进与专业机构

的合作进度，对大峰

露天煤矿所有工业遗

产保护开发利用进行

整体规划，建立健全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分

级分类管理制度，开

展工业遗产分级分类

管理工作，形成能够

彰显两局发展历程和

文化特色的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体系。

不可移动物项电铲、

钻机、运输车辆等设

备；相关老物件；珍

贵照片等有价值和代

表性的档案资料等。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在

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外进行多种功能使

用，鼓励结合历史建

筑的区位及特点，作

为展览/文化体验等

场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和历史建

筑保护相关规定落实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在

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外进行多种功能使

用，鼓励结合历史建

筑的区位及特点，作

为展览/文化体验等

场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和历史建

筑保护相关规定落实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在

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外进行多种功能使

用，鼓励结合历史建

筑的区位及特点，作

为展览/文化体验等

场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和历史建

筑保护相关规定落实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在

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范

围外进行多种功能使

用，鼓励结合历史建

筑的区位及特点，作

为展览/文化体验等

场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按照历史建筑保护相

关规定落实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以

进行多种功能使用，

弘扬企业精神，建设

公司发展展览室，展

示公司企业文化、发

展历程、主要成就等

方面的展览展陈等场

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B665牛头刨床（1960

年）、X62W万能升降

台铣床（1974年）、

Y38滚齿机（1967年）

、YN31125滚齿机

（1977年）、CQ61100

车床（1972年）、

M7150A卧轴距台平面

磨床（1978年）、

T4163单柱坐标镗

（1967年）、NHG-

1514EM铣刨联合机床

（1970年）设备；相

关老物件；科技相关

获奖证书、成立批文

、建筑图纸、产品图

纸、重要领导人讲话

稿、厂志、珍贵照片

等有价值和代表性的

档案资料等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以

进行多种功能使用，

鼓励结合区位及特

点，弘扬工业精神的

展示馆或博物馆，作

为文化会展/文化办

公/旅游服务/影视拍

摄/展览展陈等场所

使用。容许增加建筑

使用面积。

一加工车间

（1970年）、单体车

间（1970年）；营口

语机床厂出厂滚齿机

（1974年）、大连机

床厂普通车床（1992

年）大河机床厂立式

钻床（1975年）、大

河机床厂立式钻床

（1971年）。

——

1.防空洞及其构筑物

。

2.机器设备：

万能铣床（1967）、

立式钻床（1971年）

、Y54A插齿机

（1969）等设备。

针对二区二号主斜井

区域内工业遗产，银

北矿区管理办公室采

取了有力的措施，保

持了工业遗产的原

貌，有利于后期做为

工业遗产进行保护性

开发，对了解煤炭行

业的发展历程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相关老照片、设计图

纸、相关文件、矿志

和代表性的档案资料

等



厂房不对外开放，新

建弘扬工业精神的展

示馆或博物馆，展出

相关老物件，国家科

学技术奖证书、成立

批文、建筑图纸、产

品图纸、重要领导人

讲话稿、厂志、珍贵

照片等有价值和代表

性的档案资料等。

相关老物件；国家科

学技术奖证书、成立

批文、建筑图纸、产

品图纸、重要领导人

讲话稿、厂志、珍贵

照片等有价值和代表

性的档案资料等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以

进行多种功能使用，

鼓励结合区位及特

点，弘扬工业精神的

展示馆或博物馆，作

为文化会展/文化办

公/旅游服务/影视拍

摄/展览展陈等场所

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浓缩机池、循环泵房

、配电室、物业办公

室、总机室、职工培

训中心、职工活动中

心、机修厂、铆焊车

间、机修车间办公室

、铸造车间、储运休

息室、储运办公楼、

办公大楼、小车库、

洗选车间办公楼、筛

分实验楼、化验室、

质检科、推土机房、

翻车机房、职工浴室

、清水池、输煤廊道

及广场，成立批文、

建筑图纸、产品图纸

、重要领导人讲话稿

、厂志、珍贵照片等

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档

—— 营房



利用遗留的厂房旧

址，吸引剧组拍摄战

争题材、科幻题材影

视剧，开发工业研学

课程，讲述“三线建

设”历史，弘扬伟大

革命精神。

遗留破损厂房

利用遗留的井口，开

发建设矿井博物馆，

成列“三线建设”期

间历史背景、工业用

具、采矿场景、采矿

技术等内容，通过还

原当时采矿场景，进

一步教育来访游客及

研学教育团体，弘扬

伟大革命精神。

遗留矿井

在符合结构、消防等

专业管理要求和不破

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的前提下，可以

进行多种功能使用，

鼓励结合区位及特

点，弘扬工匠精神展

示馆旅游服务/影视

拍摄/展览展陈等场

所使用。

容许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

实验楼（1987年），

教学楼（1980年），

宿舍楼（1978年）

进行职工教育，充分

展现原总机修厂在当

时自主研发、设备制

造、加工领域的技术

实力，从当时前辈“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革命精神”中汲取

奋进力量。

千吨压力机（70年

代），烟囱（上方镌

刻着“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十三个大字）



师部旧址现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通过残

存设施向公众传递戍

边将士的奉献精神。

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落实

是 “三线建设” 时

期的重要见证，反映

了当时国家在艰苦条

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

的历史进程，体现了

广大建设者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精神。

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