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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 写文

6 月的北京，走进首钢园，滑板少女在首钢滑

雪大跳台下疾驰而过，初学轮滑的小朋友在冷却

塔间的马路上徐徐前行，年轻人登上“冬奥之环”

顶端拍照“打卡”，大跳台旁的群明湖对岸，男女老

少以各自的方式运动或休闲。北京冬奥会结束后，

作为比赛场地之一的首钢园，热闹的氛围始终没

有散去。

20 多年前，这里还是电光火石、机器轰鸣的

首都钢铁公司。首钢的前身是始建于 1919 年的石

景山炼铁厂，近百年间历经风雨，也见证了工业的

辉煌。新中国成立后，几代工人前赴后继，在这片

热土上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世界领先。对北京市

的工业化进程和全国钢铁产业的发展而言，首钢

的存在都可谓举足轻重。

这座钢铁厂，从诞生以来便与首都发展休戚

与共。进入 21 世纪后，首钢发生了“从山到海”“从

火到冰”的重大转型，这与北京的两次奥运会有着

不可分割的联系。

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首都环保议题被放

在重要位置，城市功能和布局也将进行新的规划，

社会上掀起了“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大讨论。经

过反复磋商，首钢最终顺应大局，决定搬迁。

这次浩大搬迁计划历时约 10 年。从北京西

部整体迁移到 200 多公里外渤海湾畔的曹妃甸，

同时面临数万名职工的重新分流安置，这在全球

工业史上前所未有。2010 年年底，首钢在北京

所有钢铁主流程全部停产。石景山下的“十里钢

城”，归于寂静。

2015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让首钢抓

住了华丽转身的契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入驻首钢园，园区内的筒仓成

为冬奥组委的办公楼，精煤车间与运煤车站被改

造成国家队冰上运动训练基地，“功勋高炉”三

号高炉变身工业文化展览空间。而最引人瞩目的

建筑，当属 2020 年交付使用的北京冬奥会比赛场

地之一——首钢滑雪大跳台。

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设计，融入了敦煌壁画中

的“飞天”飘带元素，飘逸的线条、多彩的配色，让

它成为工业遗址群中一处亮眼的地标。远处有山

脉，近旁有冷却塔，背景是高高低低、带着锈迹的

炼钢设备，这让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最“酷”的冰

雪运动比赛场地之一。北京冬奥会期间，诸多外国

运动员表达了对“雪飞天”的赞许，一名美国自由

式滑雪选手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感觉就像置身于

虚拟世界或网络游戏中。”

今年 2 月 2 日，北京冬奥火炬的足迹来到首钢

园。首钢滑雪大跳台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院长张利持首棒火炬从首钢园南门准备出发时，

马路对面的桥上桥下站满了人，市民们在低温中

等待了两个多小时，就是为了见证火炬出发的这

神圣一刻。点燃火炬台的最后一棒火炬手叫刘博

强，他原本是首钢的轧钢工人，如今是首钢园运动

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制冰工。首钢从“火”到

“冰”的转型，在一名工人身上变得具体。

几天后，首钢滑雪大跳台见证了充满传奇色

彩的首枚金牌。2 月 8 日，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在自

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第三跳中，做出了此前

从未成功过的超高难度动作，逆转夺冠，创造了

历史。这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奥会历史

首金，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的冬奥会首金。此

后，中国队另一名小将苏翊鸣又夺得单板滑雪男

子大跳台金牌。“雪飞天”在北京冬奥会共产生 4
枚金牌，中国队揽下的这两枚，都是历史性的、沉

甸甸的。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是北京冬奥会的新增

项目，但通过转换赛道上的可变剖面，大跳台可以

在 48 小时内转换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道，实

现一台两用。冬奥会后，“雪飞天”还将承办国内外

相关项目的比赛，成为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场地，同

时也是向社会开放的休闲健身场地。首钢园的改

造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眼中“令人惊艳”的案

例，他把这里作为北京冬奥组委践行可持续发展

理念和节俭办奥理念的典范。

在首钢园的地图上，还有一片不小的区域属

于“服贸会”。2021 年，首钢园成为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的新增举办地，15 座展览场馆建在曾

经的焦化厂里，2021 年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

会也顺势在这里举办。近几年，科幻大会、电子音

乐节、时尚发布会等活动纷纷在首钢落地，足以证

明这片园区的文化包容性和承载力。

如今，首钢园已经自带流量。在社交平台上搜

索“首钢园攻略”，网友们自发上传的玩法介绍、酷

炫“打卡”照令人目不暇接。近几个月，受疫情影

响，室内聚集活动受限，人们爱上了户外运动。面

积广阔、配套齐全、文化特色鲜明的首钢园，成了

许多人周末“微度假”的首选。人们在群明湖畔支

起户外椅，在工业建筑的荫庇处铺上野餐垫，度过

一整个悠闲的下午。6 月 18 日，位于首钢园核心区

域的商业综合体“六工汇”正式开放营业，连同此

前已经开业的高档酒店、餐厅、咖啡馆，首钢园的

商业功能正变得越来越完善。

十几年间，首钢园经历了从悲情沉寂到重获

新生的历史性变迁，以另一种姿态实现复兴，也

以深切的家国情怀，见证了国家走向更加强大的

征 程 。传 统 重 工 业 工 厂 变 身 集“ 体 育+”、数 字 智

能、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产业于一身的综合园

区，高炉停止轰鸣，换来“雪飞天”上空的翱翔和人

们行走其间的欢笑，更多的市民故事正在其中发

生。未来，作为城市复兴新地标的首钢园，或许还

将“解锁”更多崭新的角色。
2019 年 3 月 2 日，北京首钢园，2019 国际雪联中国北京越野滑雪积分大奖赛

首钢站，选手们在比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2020 年 11 月 1 日，北京首钢园三号高炉内部，一名参观者从巨幅的科幻画前经

过。当日，2020 中国科幻大会在这里开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2021 年 9 月 5 日，北京，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钢园展区，在主打

冰雪特色的阿勒泰展位上，观众与身穿民族服装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首钢：另一种复兴

2010 年 12 月 17 日，北京，一名青年工人在高处俯瞰首钢厂

区。这里停产后,他也将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萍萍/摄

2010 年 12 月 19 日，北京，首钢石景山厂区最后一座高炉

停产，工人们在炉前等候合影留念。这一年年底，首钢北京石景

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萍萍/摄

2019 年 4 月 10 日，河北唐山曹妃甸工业区，首钢京唐公司

园区内，几名在这里实习不到一个月的大专学生站在海边。他们

即将从首钢工学院毕业，很可能将留在这里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2019 年 4 月 10 日，河北唐山曹妃甸工业区，首钢京唐公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2 月 2 日 ，北 京 首 钢

园，当日首钢园火炬传递

的 最 后 一 棒 火 炬 手 刘 博

强点燃火炬台。他原本是

首钢的轧钢工人，如今是

首 钢 园 运 动 中 心 运 营 管

理有限公司的制冰工，成

为首钢转型职工的代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2 月 14 日，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国选手苏翊鸣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上。次日，他获得该项目冠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6月 12日，北京首钢园，人们在滑雪大跳台对面的岸边休息。疫情下，户外活动受热捧，首钢园成了市民游客们周末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北京冬奥会结束后，首钢滑雪大跳台、“冬奥之环”等标志性建筑物持续吸引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打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