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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北京长安街一路西行，永定河畔的首
钢老厂区变了模样。

高炉矗立但不见烟尘滚滚，厂房依旧却
不再机器隆隆。群明湖波光粼粼，秀池边芦
苇荡漾，景观步道延伸交错，无人车行驶自
如。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从厂区西侧穿流而
过，西山山脉形成天然“绿色屏障”，昔日的

“钢铁之城”已变身为空气清新的高端绿色生
态园区：冬奥组委在这里办公、科幻园区在
这里落地、文创产业在这里聚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灯光点亮百年工
业遗存，将首钢园笼罩在历史沉淀与现代光
影之中。1919年建立的首钢，已走过百余年
风雨。这片京西热土承载着共和国工业发展
的记忆，书写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传奇。北京
申奥成功后，首钢自觉服从国家奥运战略和
北京城市定位要求，实施钢铁业搬迁调整，
到2010年12月，这里全面停产。10年后再看
这片曾经钢花四溅的土地，新的故事已悄然
发生。

炼铁高炉变身多功能秀场

原本用来炼铁的三高炉外部被灯光照得
通红，蓝色光柱穿插其中。在三高炉内部，
人们置身于主体高炉、热风炉、重力除尘器
和干法除尘器等工业构筑物之间，伴随着炫
酷的灯光和动感的音乐，新车以环绕高炉内
二层一周的方式闪亮登场。

这是 2018 年 11 月 23 日晚，在首钢园举
办的奔驰新车发布会。在现场，数百人见证
了这次别有创意的展示。通过媒体，更多人感
受到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的惊喜碰撞。发布
会效果超乎预料，三高炉随之“一炮走红”。

在首钢老厂区，三高炉是冶炼体系中最
典型的一条生产线，是首钢第一座炉容超过
2500立方米的现代化大型高炉，曾是一座对
北京乃至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功
勋高炉”。炼铁高炉如何变身时尚秀场？首钢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高级工程师周
婷告诉记者，这背后凝聚着首钢人的巧思。

“改造中最难的是找到空间和功能的契
合，空间已经是已知条件，需要找到一种新
的功能，像水一样流动在炉体里。”周婷说，
此前没有高炉主体民用化改造的先例，没有成
熟的规范和标准。原本团队想用三高炉做博
物馆，发布会后，他们意识到，高炉内有释放更
多可利用空间和平整场地的可能，适合做发布
会和秀场，就朝着这个方向改造。

三号高炉改造项目总设计师薄宏涛回
忆，他的设计是从读懂两万多张图纸、反复
向首钢设计院总工艺师讨教和在高炉上的一
次次攀爬开始的。的确，早期工业遗存的建
造图纸不准确，团队需要在现场不断纠偏。
主要炉体结构和铁锈色钢质外表面需要保
留，但高炉内原本管路密集，以前的炉渣、
炉灰怎么处理，保留哪些、拆除哪些还得全
面梳理。

团队将老首钢的高炉设计师请到现场，
与新的改造设计师充分对话。周婷说，“这是
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每一砖一瓦的用处，更
清楚三高炉的肌理脉络。当然，我们也想让
他们见证三高炉的再生。”

别看只是一个高炉的改造，每一个细节
都不简单。周婷介绍，因年深日久，高炉被
锈蚀得厉害，除了用高压水枪清洗除锈，首
钢团队还研发出一种保护漆，含 90%的透明
度，能够像琥珀一样，将原有遗存包裹起

来，不让它继续被蚀。这样能将锈迹斑斑
的原貌封存起来，使特殊的“旧”效果保
持常“新”。

得知三高炉变成时尚首发地，曾于上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首钢工作过一年的
资深媒体人高严感慨万千。在他印象里，首
钢是响当当的好单位，食堂、澡堂、宿舍、
幼儿园、医院、副食店等一应俱全，有好多
家庭一家几代都是首钢人。那时的首钢工人
因为收入高，常骄傲地说：“首钢骑摩托车的
多，穿皮夹克的多。”

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高严是轧钢
工，炉坑里有 1700℃，钢锭是 1100℃。冬天
在炉坑前工作，“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
寒”；夏天，大汗淋漓，暑热难耐。一年四
季，到了饭点，混合着机油味儿的饭菜香味
扑面而来，那是独特的首钢记忆。尽管首钢
是工业时代的骄傲，但当时粉尘污染、噪音
污染等严重，“白衬衫穿一天，领子都黑
了。”高严回忆说。北京市要绿色发展，钢铁
产业必须转型。

高严还记得，首钢老厂区停产时，许多
老工人流下伤感的眼泪。近年来，钢铁主流
程停产后的首钢老厂区，成为了“新首钢高
端产业综合服务区”，正在打造新时代首都城
市复兴新地标，冬奥组委会、世界侨商创新
中心、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区等相继落户首钢
北京园区。北京卫视跨年冰雪盛典、电竞北
京 2020、“景贤计划”全球发布会、中国科
幻大会等越来越多的品牌新品首发活动和大
型发布会，都选择在三高炉举办。在首钢人
眼中，炉子重新“燃”起来了！

天车“空姐”转行冬奥讲解员

“大家好！欢迎来到首钢园参观指导。以
前，我就在这里工作、开天车……”43岁的
姜金玉如今是首钢园区服务公司冬奥物业事
业部讲解员，每当讲到这个开场白，观众们
脸上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什么是天车？钢
和铁有什么区别？以前的老首钢人现在怎么
样了？……一系列疑惑纷至沓来。

原来，姜金玉 1995 年进入首钢工作，在
炼铁厂开天车。天车，即桥式行车，是炼钢厂
必不可少的大型起重设备，横架于车间、仓库
半空，可以应用于钢渣、钢水、钢坯、铁水等流
程的吊运工作。作为天车驾驶者，姜金玉每
天的工作就是在距离地面二三十米高的天车

里高空作业。在首钢，不少女工都从事这样的
工作，她们还有着一个美丽的外号——“空
姐”。随着首钢转型发展，“首钢空姐”姜金玉
落地了，成为了冬奥组委的一名讲解员。

转行冬奥讲解员，姜金玉很不适应。“以
前我的工作是操作设备，每天 8 点开完班前
会就上岗，我这个岗位是独立操作，一天也
说不上几句话。但讲解员必须与人交流，所
以心理紧张是最难克服的。”

最初，领导让姜金玉做冬奥组委讲解
员，是希望通过自己人的嘴说出首钢的故
事。姜金玉也知道，她是大家了解首钢的窗
口，“在天车上我是很自信的，操作相当熟
练，一分一毫都不带差的，从来都是安全生
产。对于新的工作我没自信，但是很喜欢。
我决定坚持下来，把首钢的精神和文化告诉
更多人。”

为了胜任这份工作，她从零开始练习，
针对不同嘉宾写了多个版本的讲解词，甚至
有时候边炒菜边背讲解词。姜金玉常常把身
边的故事穿插在讲解中，透露出的首钢人

“敢闯、敢坚持、敢于苦干硬干”的朴素精神
常常让观众潸然泪下。自2016年至今，姜金
玉已经对外讲解了1600多场，接待过国内外
各界的5万多名来访者。

“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
好，让大家对首钢人有一个新的认识——他
们不仅能够拿铁锹、抡大锤、开天车，还能
够从事有文化气息的工作。没有首钢就没有

我，以后我要坚定地陪着我的钢厂一直到
老。”姜金玉说。

首钢工人大多对首钢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与自豪感。与姜金玉一样，李红继也是首钢
转型发展的一分子。在他家的箱子里，至今
珍藏着一套以前他作为炉前工时的工作服。
那是特制的阻燃服，颜色为白色，袖口带扣
子，由于加了石棉，又沉又硬。脱下旧工
服，换上一身新的西服套装，李红继成了冬
奥物业事业部安全主管。

许多人想不到，对李红继来说，转型的
第一个困难，居然是系领带。

炉前工，负责高炉的出铁工作。以前没
有先进的设备，需要炉前工拿着大锤和铁
锹，把炼好的铁水放出来，运到下一道工序
——炼钢。炉前工们与1500度的铁水距离就
1 米，尽管穿着耐高温、耐火的阻燃服，还
是10秒钟身上就会冒烟。

“我们炼铁工人，平时五大三粗的，只有

自己结婚的时候打过一次领带。但是，咱们
去冬奥组委办公区上班的时候，要求穿制服
——不仅要穿白衬衫还要打领带。”这可难倒
了李红继，他说，“同事从网上搜索有关打领
带的视频，对照着视频上的步骤，哥儿几个
就一块学，然后要么面对面，要么自己对着
镜子，互相挑毛病，互相指正。用了一个星
期的时间，大家就把打领带这个‘难题’给
解决了。”

如今，李红继负责冬奥组委办公区的消
防安防，有时也做参观接待，每次经过自己
之前工作的三高炉，李红继都暗自开心。“以
前听说老厂要改造，我特别怕这些建筑留不
住了。现在看到工业遗产都保留下来，还能
变得这么漂亮，熟悉的‘老朋友’焕发了新
的生命力，我们由衷高兴！”

工业遗产上榜“网红”打卡地

要说北京有哪些“网红”打卡地，如今
的首钢园区绝对名列榜单之上。2019 年 10
月，首钢厂东门广场正式对外开放，通过小
程序预约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从首钢厂东门新址广场进入，一路往
北，大约走 5 分钟的路程，便来到了首钢空
中步道。群明湖北侧的空中步道长约 670
米，顶层平台距离地面近12米。步道利用现
状架空工业管廊及通廊系统改造而成，主线
宽度为4—6米。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规划

设计部范值慎介绍，空中步道全长约 3.2 公
里，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空中步道，比
纽约高线公园长 3 倍多，可以为游客带来不
同层次的观景、休憩、健身体验。

记者登上这段步道，碧波荡漾的群明
湖、四个标志性的大冷却塔和首钢滑雪大跳
台尽收眼底，新首钢大桥的“合力之门”在阳光
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大跳台旁边，原首钢园区
内部的发电厂正改建为香格里拉酒店，楼高6
层，将服务于 2022 年冬奥会。在道路的另一
边，还能远眺俗称“四块冰”的冬奥训练场馆以
及坐落在石景山上的功碑阁。

形似一只高跟鞋的滑雪大跳台以敦煌飞
天为设计意象，不仅满足比赛训练的功能需
求，更将作为景观雕塑，成为全球首例永久
保留和使用的大跳台场地，成为“活”的奥
运遗产。负责大跳台项目保障服务的杜美会
骄傲地向记者介绍：“2022 年冬奥会，这里
将产生4枚奥运金牌！”

再往里走，就到了标志性建筑三高炉。
与三高炉紧邻的秀池，原名秀湖，始建于
1940年，原用于储存炼铁生产的循环水。改
造后，秀池地上部分变为水上景观，地下部
分为能存放 855 辆车的地下车库和圆形下沉
式展厅。天气晴好时，雄伟的三高炉倒映在
秀池中，为满园的硬核工业风增添了一丝灵
动和柔美。在这里留影一张，成了游客的必
选动作。

由原首钢炼铁厂一、三号炼铁高炉压差
发电站改建而成的星巴克门店，同样是必到
打卡点。这家分店被称为星巴克“全球最‘钢’
的一家门店”，与西侧冬奥组委办公地、东侧干
法除尘设备、北侧的工舍酒店、南侧的三高炉
与秀池，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形成了后工业时
代的独特风景。许多人来此不光为喝咖啡，也
为一睹建筑设计的美感。

“城市织补”是首钢园改造中被广泛运用
的理念，正如同织补衣服时增加布料一般，工
人们在曾经的工业建筑上增加功能性建筑，许
多炼铁筒仓、料仓，已“华丽转型”为现代创意
办公空间。冬奥组委办公地，就由曾经存放炼
铁原料的西十筒仓改造而来，筒仓上镂空雕刻
出直径一至三米的圆孔，成为富有灵动气息的

“外骨骼”，也方便采光。
如今，首钢园山-水-工业遗存特色景观

体系初步形成，创新式设计令人赞叹。2017
年 8 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看到首钢的工
业遗存，称赞首钢工业园区的保护性改造是
很棒的一个想法，这个理念在全世界都可以
说是领先的，做出了一个极佳的示范。在国
际奥委会第 131 次全体会议上，巴赫再次称
赞“北京首钢园区工厂改建是奇迹”，是一个

“惊艳世人”的城市规划和更新的范例。
始建于1919年的首钢，前身是北洋政府

创办的龙烟铁矿石景山炼厂，百余年来，首钢
成为钢铁产业发展的缩影，不少高光时刻已载
入史册。如今进入园区，科幻元素、潮流运动、
无人科技、冬奥足迹遍布，首钢园正逐渐完成
蜕变，向世人显露出多种炫酷的姿态。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
晓明表示，首钢是一座“双奥之城”，夏奥休眠
了这座城，冬奥又将它唤醒。在奥运的赋能
下，首钢老厂区正在加快转型升级，打造新时
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现在的首钢，不只有

“炫酷”和“网红”的标签，更是一个希望之城、
未来之城，正在加快向“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
级示范区、京西高端产业创新高地、后工业文
化体育创意基地”的定位迈进。

广东广州荔湾区，走在繁华的西城都荟，很容易错
过这条叫和隆里的巷子。游人顺着导航驻足，目光穿过石
板路、自行车、绿植与电线，会看到一个竖着的牌子，上面
一行竖着的大字“吴财记”、横着的小字“云吞面世家”。

三间对着的沿街房分列道路两边，下午两点，每个
桌子都被占满了。已是北方的初冬时节，广州最高温依
然接近 30℃，人们穿着夏衣，等着服务员端上一碗热气
腾腾的面。这口面，有些街坊邻居已经吃了 40 年。如
今，更多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住在不远处的学生和热恋
中的情侣等。

面馆老板吴锦云坐在楼上，笑眯眯看着楼下食客。
这家面馆最早开设于 1953 年，再开时已是改革开放之
后，1980年，“吴财记”成为最早一批个体户。吴锦云的
父亲，吴财桂，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家面馆。

这家不起眼的面馆里，挂着 2018年、2019年两年的
米其林餐盘奖。这是米其林指南的入门级榜单，获奖意
味着已经获得了享誉世界的“米其林指南”认可。2018
年第一次评选，整个广州城，只有 35 家“米其林餐盘”
餐厅。

上世纪 80年代，这家面馆只在街口设档摆卖，直到
1993 年才迁到如今的地方。开始只有一间房，越做越

大，才买下、租下对面两间房。40年里，面馆越做越好
看，就这碗面，一点没变。

吴锦云还记得，1981 年开始，自己就利用课余时间
在家里面馆帮忙。一碗面，养活了一大家子人。老父亲
吴财桂，直到 84 岁高龄去世之前，还一直在面馆干活，
为此专门去办了健康证。那时候一家人已不愁吃喝，但
老人为街坊们做了一辈子面，早成了习惯。

直到如今，尽管雇了十几个人，家里还有好几个帮
手，吴锦云依然保持了早起的习惯。有时，早上两三点
就得起来。吴财记的云吞面，最精华在一口汤，汤需要
用猪筒骨配上珠三角产淡水虾籽、虾米，再加上北海大
地油地鱼和金华火腿，熬3个小时以上，才能出来那口熟
悉的味道。

节假日，最多时，这家小馆子能卖出 2000 碗面。食

客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吴锦云也在岁月磨洗中，从
帮忙的13岁小孩，到两鬓多了白发的面馆老板。

从开业那天起，直到今年才因为疫情关门两个月。
这期间，无论春节等节假日，还是家里有什么事，这家
店从不歇业。吴锦云解释，早些年是觉得有些街坊邻居
过节不易，需要找饭吃；如今面馆成了广州饮食文化的
代表之一，很多外地游客来广州，万一慕名而来却吃闭
门羹，太过扫兴。于是一家人就这样坚持了下来，节假
日多付员工工资，哪怕亏损也要开着门。

墙上，挂满粮票；收银台，挂着二维码，无声记录
着曾经的历史。上世纪 80年代初，吃一碗面不但需要花
钱，还要粮票，这样“吴财记”才能买面粉回来，继续
开张。岁月荏苒，“吴财记”只有面没变，却见证了时代
飞速变迁。

吴锦云想要留住这些记忆。在新租下的店面，他把
老物件有序地摆了出来。一口百年西关古井边上，是一
根木扁担挑的流动摊档。水泥墙上，插上了几十年来店
里用过的不同时代的碗，挂了过去压面的竹升。桌子上，
摆了一台电动竹升压面工具，由吴财桂亲自设计，据考证
是当地最早的一台，曾吸引各地面馆慕名前来购买。

就这么一家深居陋巷的面馆，却在 40 年的发展中，
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成长，参与了一座城市的发展，亲历
了一个大国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说起未来，吴锦云充满期待。他热爱旅游，却在自
己走过的每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一家面食博物馆。他觉
得，中国的面食文化如此发达，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博物
馆。在广州荔湾区，他想做这件事。他想让人们来到广
州 ， 不 光 看 到 时 尚 新
潮 ， 还 要 看 到 历 史 文
化，看到我们如何走到
今天。

一花一世界，一叶
一菩提。这是岭南一家
普通面馆，却书写着它
所经历的时代。

创新，不仅是湖南装备制造的硬核力量，也
给当地文创产业带来澎湃活力。

美丽的浏阳河蜿蜒流淌，在长沙市区画出了
个大大的“V”字。这里坐落着一个充满现代气
息的文创基地——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立足于“科创+文创”，园区成立不到 3 年，
文创企业已超过3000家，去年总产值超过340亿
元。9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
调研。

运用4K技术修复的老电影《开国大典》，已
在新闻节目中启用的人工智能手语播报，能让用
户快速上手制作节目的 5G 智慧电台……园区负

责人向总书记一一介绍特色文创产品。
走进银河酷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青春的气

息扑面而来。
“总书记，这是十八洞村的红心猕猴桃，现

在全网已经预售了10万单，可以为果农每人增加
2000 多元的收入。这是袁隆平大米、湘西腊肉，
袁隆平大米配湘西腊肉，筷子一拿、三碗不够。”

在一个名为“向美好出发”的网络带货直播
间，带货主播一番风趣的介绍，引来一片笑声。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文化产业是一个
朝阳产业。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长，这既是一个
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
在‘十四五’规划中，要重视这项产业。”

离开园区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产
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
态属性是本质属性。刚才我看到你们墙上挂着一
幅字‘导向金不换’，也可以引用来说明这样一
个道理。一定要牢牢把握
正 确 导 向 ， 坚 持 守 正 创
新，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

——摘自 《坚守人民情
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
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人民日
报2020年9月2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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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最早的个体户吴财记——

一碗云吞面 见证四十年
本报记者 刘少华

转型发展带来涅槃新生 工业遗产助力城市复兴

百年首钢园：最“钢”最时尚
本报记者 叶 子

转型发展带来涅槃新生 工业遗产助力城市复兴

百年首钢园：最“钢”最时尚
本报记者 叶 子

首钢园秀池首钢园秀池。。（（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供图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供图））

首钢夜景首钢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