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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这一份人民监
督员的反映材料引起了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

“普陀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

察官的注意。“中华老字号”英雄

金笔厂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民

族实业，2023年，上海举行了对
上海首批工业遗产的授牌仪式，

“英雄金笔厂旧址”便位列其中。

老建筑保护起来，是否意味着工

业遗产的保护到位了？图纸档案

资料是否也是工业遗产的核心

物项？

近日，记者从检察机关获

悉，检察官日前走访英雄金笔

厂，并由此展开公益诉讼履职。

部分资料存在严重的
霉变尧变色尧破损等情况

据检察机关介绍，2018 年，
英雄金笔厂为适应城市更新和

企业经营进行了搬迁，如今，绥

德路工业园里一幢四层楼，便是

英雄金笔厂的现址。

由于场地有限，从旧厂址搬

迁过来的钢笔设计图纸、技术手

稿、文史档案等资料和产品一起

放在租赁的一间仓库里。保管资

料的柜子有些老化，里面部分资

料已经存在严重的霉变、变色、

破损等情况。这些资料里既有大

量记录英雄钢笔参与国家重要

历史及外交时刻的影像、照片，

也有钢笔制造技术手稿、工艺图

纸等。

在工厂车间，检察官见到了

钢笔匠人、劳模刘根敏。刘根敏在

厂里已经工作 37年。一支钢笔包
含 20多个零部件，而核心技术笔

尖，更是需要 34道工序。最初的
钢笔设计图纸都是手绘，记载着

老师傅们逐一攻克技术难关的探

索历程，那时没有电脑制图，手稿

的精美程度令人赞叹。

1958年，中国人自己的钢笔
诞生，打破了国外对钢笔制造技

术的垄断。1984年签署中英关于
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钢笔，

1997 年香港回归纪念笔……这
些画质不清、模糊损坏的老旧影

像片段及破损发霉的档案，记录

着这座钢笔厂参与的历史时刻。

在调查中，检察官发现一个

从没见过的圆形铁盒子，厂里人

介绍，这是上世纪的老式录像

带，记载了当年的珍贵影像，“但

这种放映机现在只能在一些老

的电视台仓库才有可能找到。”

经历了五六十年，技术发展经历

了多次浪潮，当年的纸张技术、

录音录像设备和保管条件已经

和时代脱节。

这些资料和文史档案都是唯

一原件，未进行复印或电子化复

制，部分重要图纸档案及影音资

料甚至存在永久性损毁的风险。

图纸档案资料也是
工业遗产的核心物项

“这些资料绝非普通的纸

张，里面相当一部分内容，凝聚

着时代工匠的拼搏创新精神，记

录了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

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国家的民

族工业记忆。”检察官表示。

根据《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

法》，国家工业遗产核心物项包

括物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物质

遗存除了厂房、车间等场所、设

施外还包括相关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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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技术资料、档案资料随旧

址建筑而来，一样承载了民族工

业的精神内涵，应当作为工业遗

产核心物项纳入整体保护并引

起足够重视。”检察官在调查报

告中写道。

作为相关资料的权利方，金

笔厂也有自己的考虑，他们在日

常工作中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

保存和管理。“我们设置了专门

的存放地，也有日常的一些清

洁、管理。”

“针对具有重要意义价值

的图纸档案，保存和保护的概

念是不一样的，”检察官在与企

业沟通时谈到，“在保存的基础

上，深入挖掘价值并有效利用，

相信也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形成

积极动力。”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金笔

厂意识到了这些档案的价值和

意义。但近百年的历史，上世纪

留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数目庞大，

底数难以厘清，没有明确分类，

价值无法评估。哪些需要保护？

如何保护？他们无从下手，需要

更为专业的力量介入和专门的

资金投入。

召开公开听证会袁
达成一致意见

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内

仍属前沿领域，如何以法治路径

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共同延续工

业强国城市发展历史文脉？案件

没有先例可循。

2024年 3月，普陀区检察院
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召集了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索包括

国有无形资产、民族工业遗产在

内的公益诉讼保护新路径。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英雄金笔厂是民

族轻工业的代表，在技术传承和

革新中形成的钢笔产品设计图

纸、手稿等技术资料，不仅是历

代工人技术经验和知识的结晶，

还象征着民族工业的创新精神，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工业遗

产价值。

围绕相关资料和档案如何

做好长久保护和有效利用，同年

4月，普陀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
证会，区国资委、区档案局、英雄

集团的代表参与听证，市人大代

表、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进行

评议。

会上，各方明确了监管职责

和主体责任，同时对现实的困难

也充分表达诉求。听证员一致认

为本案情况涉及国家和社会公

共利益保护，应当依法开展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最终，各方也达

成了综合运用数字化处理、模拟

信息采集、音视频电子化处理及

数据备份等方式抢救保护的一

致意见。

制发检察建议袁
多方协同推进保护

在听证会的基础上，普陀区

检察院通过启动磋商程序、制发

《检察建议书》，建议各方在法定

期限内共同分工做好珍贵技术

资料及档案的底数排摸梳理，分

类管理及价值挖掘，及时开展这

些档案的保护利用工作。

为了进一步解决企业实际

需求和保护能力不足等现实困

难，更好地发掘档案的历史文化

价值，普陀区检察院专门邀请国

家级档案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档案专业化处理代表企业、

志愿者等纷纷前往英雄金笔厂，

从长远保护、有效利用的角度进

一步明确保护重点和方案。经过

现场查阅和评估，初步确认了

“中国重要事件及外交时刻中的

‘英雄’”的保护主线。

2024年 6月，行政主管部门
成立档案保护工作小组，指导企

业将大量纸质档案搬迁至专门

的档案存储地。作为金笔厂的上

级管理集团，英雄集团也启动了

专项评估并为电子化处理投入

了保护资金予以支持。

目前，英雄金笔厂已经摸底

统计的图纸及各类档案资料达

3600余卷，共计 62万余张。其中
筛选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图纸、

照片 2185张，录音录像资料 35
套已经完成了电子化处理工作，

并借助人工智能编研系统进行

数据挖掘，形成大事记成果。相

关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相关部门的支持与指导。

近日，记者从普陀区检察院

获悉，相关保护工作仍在继续，

部分珍贵的文史档案已经陈列

在苏州河畔、长风半马苏河驿站

的博物馆内，成为展示上海百年

民族工业历史的一张名片。

渊据澎湃新闻冤

英雄金笔厂民族工业遗产如何保护钥
这场公益诉讼有答案

“交心相伴向善而行”2024
交通银行慈善论坛近日在沪举

办。论坛期间，交通银行与上海

交通大学联合发布《2024财富向
善年度洞察》。该报告深入研究

国内外金融机构慈善服务的发

展历程，分析金融机构与个人参

与慈善服务的现状，并对金融机

构助力财富向善的未来发展方

向进行展望，为金融机构在慈善

事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提供

了有益参考。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是我国

慈善捐赠领域的重要力量，其中

尤以各类银行较为突出。对我国

主要银行的捐赠数据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展示金融机构参

与慈善捐赠的整体图景。

报告显示，各家银行 2015年
时的年度捐赠总额为 4.8亿元，至

2020年达到峰值 21亿元，此后尽
管受到疫情影响，也仍然能够保

持 9亿元以上的规模。2015年时，
无一家银行的年度捐赠额达到 1
亿元；2023年，已有 7家银行单一
年度捐赠 1亿元以上。巨额捐赠
数据背后反映的是银行业近年来

在慈善领域的持续投入和对社会

公益事业的大力支持。

交通银行副行长周万阜在

致辞中表示，交通银行深刻把握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

“BLUE蓝气球”品牌为引领，积
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向全社会

传递交行“温度”。近年来，交行

积极深化与民政部门、信托公

司、慈善组织的合作，打造“常态

化、可持续、多主题、广覆盖”的

慈善服务生态圈，联合交银国际

信托及其他信托公司创新推出

“瑞善慈善信托服务方案”，以金

融力量推动财富向善。

据悉，交行将不断扩大慈善

参与人数、合作伙伴和服务领域，

积极创新慈善服务模式，打造线

上化慈善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强

与慈善服务生态圈内伙伴的合

作，持续优化“瑞善慈善信托服务

方案”，助力推动财富向善。

渊据叶上海证券报曳冤

交行联合上海交大发布叶2024财富向善年度洞察曳
七家银行年度捐赠过亿

存放在英雄金笔厂的部分图纸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走访英雄金笔厂并展开调查

“英雄金笔厂具有国

内民族工业最完

整的钢笔制造图纸资料库，

因经营状况和场地搬迁等因

素，对目前由该厂所保存的

大量钢笔制造相关技术资料

及重要文史档案存在妥善保

存的困难……”

冶 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