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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工信政法规〔2023〕6号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工业遗产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地）工业和信息化局：

现将《黑龙江省工业遗产认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年 6月 26日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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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工业遗产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发展工业文化，

提升龙江工业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根据《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

法》（工信部政法〔2023〕24号）和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等九部

门《黑龙江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6年）》（黑

工信产业联发〔2022〕275号）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展黑龙江省工业遗产（以下简称“省级工业遗产”）

认定、保护管理、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省级工业遗产，是指在我省工业长期发

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

艺术价值，经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的工业遗存。

省级工业遗产核心物项是指代表工业遗产主要特征的物质

遗存和非物质遗存。物质遗存包括厂房、车间、作坊、矿区等生

产储运设施，与工业相关的管理和科研场所、其他生活服务设施

及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生产工具、办公用具、产品、档案等；非

物质遗存包括生产工艺、规章制度、企业文化、工业精神等。

第四条 开展省级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管理工作，应当发挥遗

产所有权人的主体作用，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

合理利用，动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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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省级工业遗产认定

管理工作，指导市地和遗产所有权人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市（地）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省级工业遗

产的申报、推荐工作，协助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省级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省级工业遗产定期组织认定，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七条 申请省级工业遗产，需工业特色鲜明，遗产价值突

出，保存状况良好，管理水平较高，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我省历史或行业历史上有标志性意义，见证了本行

业我省的发端，对龙江历史或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与我省社会

变革或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密切相关；

（二）工业生产技术重大变革具有代表性，反映某行业、地

域或某个历史时期的技术创新、技术突破，对后续科技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

（三）具备丰富的工业文化内涵，对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

展有较强的影响力，反映了同时期社会风貌，在社会公众中拥有

广泛认同；

（四）其规划、设计、工程代表特定历史时期或地域的风貌

特色，对工业美学产生重要影响；

（五）产权明晰，已制定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规划、管理制度

和工作措施，具备良好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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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鼓励南厂北迁、一五时期 22项工程以及大庆油田

开发遗留下来的工业遗存申请省级工业遗产。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九条 申请。由遗产所有权人向属地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

申请，填写《黑龙江省工业遗产申请书》（附件 1）并提供相关佐

证材料。遗产项目涉及多个所有权人的，应协商一致后联合提出

申请。

第十条 推荐。各市（地）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本办法推荐

符合条件的工业遗产，并将推荐文件和申请材料报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

第十一条 评估论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组织专家或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评估论证，进行必要的现场核查，择

优确定拟认定黑龙江省工业遗产名单。

第十二条 公示。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对拟认定

的黑龙江省工业遗产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公布。公示无异议的，授予“黑龙江省工业遗产”

称号，并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保护管理

第十四条 省级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在遗产区域内醒目

位置设立标志，内容包括遗产的名称、认定机构名称、认定时间

和相关说明。

第十五条 省级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在遗产区域内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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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展陈设施，宣传遗产重要价值、保护理念、历史人文、科

技工艺、景观风貌和品牌内涵等。

第十六条 鼓励市（地）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法规，将省级工

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纳入相关规划，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政

策，通过专项资金（基金）等方式，支持遗产保护专题研究和活

化利用项目实施。

第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科研、科

普、教育、捐赠、公益活动、设立基金等多种方式参与省级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第十八条 省级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建立完备的遗产档

案，记录工业遗产的核心物项保护、遗存收集、维护修缮、发展

利用、资助支持等情况，收藏相关资料并存档。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省级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市（地）政

府和社会各界利用省级工业遗产，建设工业遗址公园、工业博物

馆，打造工业文化产业园区、特色街区、创新创业基地，因地制

宜地培育打造“工业遗产+旅游”“工业遗产+文创”“工业遗产+孵

化”“工业遗产+影视”等新业态新模式。

第二十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从省级工业遗产中择优推

荐国家工业遗产。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省级工业遗产实施动态管理。经认定的省级工

业遗产有效期为三年，每满三年复核一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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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复核等情况，适时调整省级工业遗产名单。

第二十二条 省级工业遗产核心物应保持原有格局、结构、

样式和风貌特征，如有损毁应当及时修复。损毁修复等有关情况

应在 30个工作日内通过市（地）工业和信息化局向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报告。

第二十三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充分听取社会公众、专家

智库的意见，对于社会反映集中、面临损毁等问题性质严重的核

心物项进行调查；核心物项损毁严重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责

令其进行整改，并在一年之内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一年未整改或

整改评估不再符合认定条件的，将其从省级工业遗产名单中移出，

遗产所有权人及有关方面不得继续使用“黑龙江省工业遗产”字

样。

第二十四条 省级工业遗产的核心物项原则上不作调减。调

增的由遗产所有权人填写《省级工业遗产核心物项增补备案表》

（附件 2），通过市（地）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后报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备案。

第二十五条 省级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按照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的要求，向市（地）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遗产保护利用工

作年度报告。内容包括当年工作总结、下一年工作计划、省级工

业遗产权属变更和规划调整等情况。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市（地）工业和信息化局可结合本地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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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办法组织开展市级工业遗产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附件：1. 黑龙江省工业遗产申请书

2. 省级工业遗产核心物项增补备案表

3. 黑龙江省工业遗产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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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