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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遗产成果丰硕，实现成功办奥和区域发
展双丰收。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举办对国
家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强有力的牵引
作用。我们把冬奥筹办举办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域交通更加便捷，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产业联动更加紧密，公共服务更加均
衡。“冰丝带”、“雪飞天”、“雪游龙”、“雪如
意”等冬奥场馆精彩亮相，成为造福人民的优质
资产！

……
同志们、朋友们！
7年磨一剑，砥砺再出发。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我
们要积极谋划、接续奋斗，管理好、运用好北京
冬奥遗产。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既有场馆设施等物质
遗产，也有文化和人才遗产，这些都是宝贵财
富，要充分运用好，让其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
能，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要继续推动
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强化战略规划布局，建设利

用好冰雪场地设施，发展冰雪产业，丰富群众冰
雪赛事活动，把群众冰雪运动热情保持下去。要
充分挖掘利用北京冬奥文化资源，坚定文化自
信，更加自信从容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
事。要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完
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
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支持和鼓励残疾人自强不
息，正像一位视障运动员在赛场上所说：“我看

不清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到我。”要在全社会
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
文明进步。要弘扬奥林
匹克精神，发挥奥林匹
克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
重要作用，为人类文明
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和中国力量。
——摘自《习近平在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

彰大会上的讲话》（2022年4

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

一

看首钢园的一个高度，是60米。
首钢滑雪大跳台，见证金牌奇迹的地

方，如今静静矗立在首钢园。它被称作“雪
飞天”，设计灵感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
建筑的曲线与丝带飞舞的形态格外契合。夜
幕灯光下，还像一只水晶鞋。乘直梯抵达最
高点，距离地面 60 米处，便站在了运动员
出发的地方。从这里俯瞰周遭，让老首钢人
感慨万千。

西边，远处是苍茫的西山，近处是北京
的母亲河——永定河。过去，河床一度干
涸，如今，绿树成荫、水草丰美，跑道、健
身步道穿梭其中。冬奥会带来的遗产之一，
是激发人们对体育的热爱。这里，42公里长
的全马路线串联起莲石湖公园、永定河休闲
森林公园、首钢工业遗址公园等 8 个公园，
永定河沿线的公共绿地空间无缝衔接。

北边，是今年冬奥会上被世界各国媒体
和网民赞叹不已的大跳台背景。过去，几座
冷却塔在首钢园西边一字排开，直到 2010
年首钢老厂区停产前，还往天空中排放着白
色的水蒸气。如今，冷却塔既成为冬奥标
志，也成为绿色转型标志。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农业界、社会
福利和社会保障界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感言：“双奥城，这是独一份。首钢大跳
台是绿色转型，钢铁产业转型变成了体育
产业。”

冷却塔下，原来的电力厂厂房还在，只
是也摇身一变，成为五星级的香格里拉酒
店，装饰一新的酒店里还留着厂房的柱子。
这个为冬奥会准备的酒店，如今以其“钢景
房”吸引着各地游客。浓浓的工业风，住起
来别是一番风味。

再远处，是著名的石景山，上面立着一
座功碑阁。在这里，人文景观与工业景观相
互交织。

东边，是群明湖。栈桥、凉亭、绿树，
在蓝天白云下，空气清新宜人。远处，保留
了几座高耸的烟囱。当年，首钢园里光这样
的烟囱就有100多座，如今留下这些，无声
诉说着钢铁厂曾经的历史。如今，游人们三
三两两地走在湖边，享受着现代化道路、建
筑和设施带来的惬意夏日。

放眼冬奥历史，首钢滑雪大跳台绝无仅
有，这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
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多次来到首钢滑雪大跳台，他的评价十分
具有说服力：“我见证了这个伟大建筑的诞
生。它实现了竞赛场馆与工业遗产再利用、
城市更新的完美结合。”

一家德国媒体则给这个场景起了一个浪
漫的名字：“这里正是最适合奥林匹克运动
的地方，堪称‘工业迪士尼’。”

首钢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邱银富告诉
记者，冬奥会为首钢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
遇，下一步，首钢园将坚持老工业区工业遗
存和风貌的保护再利用，把奥运遗产利用、
老工业区有机更新、绿色高端发展紧密结
合，实现文化复兴、产业复兴、生态复兴、
活力复兴。

二

另一个高度，是40米。
这里是首钢园3号高炉。首钢文旅讲解

员赵志永对这里可太熟了，从踏上这片地面
起，他就不自觉地提高了说话音量。老赵
说，有点习惯了，当年在这里说话都靠吼。
从 1994 年毕业起，他就在这里做起了炉前
工，一干就是8年。那可是最靠近高炉的岗
位，到了冬天，工友们都编出了顺口溜来形
容工作的感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
寒”，艰苦程度可见一斑。

“铁水先从铁沟进溜槽，然后摆动这个
溜槽，就能让铁水流到铁路上的鱼雷罐，
就这么反复操作，高炉连续出铁就一点不
受影响了……”“这里是高炉主沟，同时连
通着铁沟和渣沟，在这里边铁水和炉渣用
物理方式逐渐分层……”，说起如何炼铁，
老赵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领着本报记
者，边走边详细介绍，边说边比划，眼前
仿佛又出现 1000 多摄氏度高温下“铁水奔
流”的场景，机器轰鸣，工友们各司其
职，大家在这里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后来，老赵又做过主控工、热风工、作
业长，直到这座高炉停产。但他没想到，自
己这一生会跟 3 号高炉产生如此深的牵绊。
他掰着指头说起一个个巧合——2010年，他
正好值守了 3 号高炉最后停产前的那一班；
之后，又被安排筹建首钢博物馆，同样是围
着3号高炉转；如今，他作为解说员，面对
五湖四海的游客介绍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每每把人说哭。

“我把 3 号高炉当成兄弟一样，真的。”
老赵动情地说，这是一名工人对高炉 28 年
的感情。

曾经的高炉，变成了工业文化体验中
心。这里，保存着一座现代炼铁高炉的完整
形态，107米高、80米直径的巨大高炉钢铁
巨构群体，冲击着人们的视野。在城市里，
这是难得的科普。站在当年热火朝天的高炉
平台上只见，不远处是山野、湖水和垂柳，
平台上清风习习，在全新的多媒体放映手段
辅助下，人们在这里体会现代工业之美。

像这样的高炉还有几座，每一座都在被
改造成截然不同的风格。

就在距 3 号高炉不远处，“超体空间”
的牌子已经悬挂在1号高炉上。首钢集团企
业文化部部长郭庆介绍，1号高炉目前已由
两层改造成 6 层，面积大约 1.8 万平方米，
正在打造科幻超体空间。未来，科幻将成为
首钢的一张新“名片”，大量科幻企业正在
此汇聚，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中国科
幻研究中心落户，聚力打造科幻产业聚集
区，努力成为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的重要承接
地和科幻产业创新展示的重要窗口，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幻产业特色园区。

三

还有一个高度，是70米。
只需沿着3号高炉往上再走30米，就是

一个开阔的平台，这里是曾经的高炉炉顶天
车梁，也是游客所能到达的首钢园最高点，
如今上面搭建了悬空玻璃景观平台。从这里
看首钢园，大小景点一览无余。

“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室原来就是炼铁料

仓、筒仓。”听到郭庆的介绍，大家兴奋地
望向北侧，曾经存放炼铁原料的西十筒仓，
从几年前起被改造为冬奥组委办公地。

此前，这里之所以叫西十筒仓，还要从
民国时期说起。当年，这里是龙烟铁矿公司
从龙关和烟筒山运输铁矿石的卸料场，这段
铁路在当年的火车运输系统中编组为西十
线，因此得名。百年来，这里都是钢铁厂的
用地，但它也恰好因此见证了一段足够伟大
的奇迹——曾经，它寄托着仁人志士实业救
国梦；如今，它见证着一个站在世界舞台中
心的中国。

最显眼的，是一条长长的浅绿色钢桁
架结构通道，从3号高炉直通冬奥组委办公
区。无论从空中向下看，还是从地面向上
看，都别有一番风味。这是曾经的皮带通
廊，长达385米，在高炉停产前，它内部安
装有皮带上料系统，将配比、称量好的炉
料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运往高炉炉顶。停产
后，关于它是否保留，一度有过争论，但
自从留下来，它便成为首钢园里一处亮眼
的景观。

东侧，一处斑驳的建筑上，红色的“瞭
仓”二字格外显眼，这是一个沉浸式数字艺
术馆，观众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味光影艺术盛
宴，还可以解锁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和
科幻隐藏玩法。“瞭仓”，是料仓的谐音，这
里原来是首钢的铁粉储料仓。

西侧，原来的精煤车间被改造成“四块
冰”——花样滑冰、短跑道速度滑冰、冰壶
和冰球4个场馆。

北侧，原来的三高炉空压站、返焦返矿
仓、低压配电室、N3-18 转运站等工业建
筑，已经被改造为工舍智选假日酒店，金属

料仓成了酒吧廊，排风管成了灯光带。
从这里俯瞰整个园区，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首钢曾经的模样。

四

无论多高，都是人攀爬出来的。
首钢园极限公园里，设置了一片攀岩

区。在现场专业教练指导下，即便没有相关
基础，也能体会到攀爬的快乐。在运动品牌
卡帕 （Kappa） 冠名赞助后，这里成为首钢
集团内第一个发挥无形资产价值，达成商业
合作的项目。

首钢的转型之路，正是一条攀爬之路。
首钢园承载过无数人的梦想与期待。老

首钢人曾经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片之一。曾
经，滚烫的铁水照得工人们红光满面；如
今，园区里有了更多让人激情澎湃的事业。

从钢铁之城到城市复兴新地标，这是一
条何其艰难的路，首钢完成了从山到海、从
火到冰、从厂到城的转型。

老本行不但没有丢，反而变得更好。钢
铁产业从石景山搬到位于海边的河北唐山曹
妃甸之后，迎来了腾笼换鸟的全新姿态。以
举世瞩目的“雪飞天”为例，据郭庆介绍，
建设大跳台所用的 4100 吨钢材，全部是首
钢自产。首钢人骄傲地说，过去炼钢是一
件“傻大黑粗的事”，如今他们能生产出薄
如蝉翼的高端板材，实现了智能制造、绿
色制造。

2010年底，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全面停
产。短短 12 年后，曾经的钢铁厂，如今迎
接着一波又一波游客。

环境变化是最直观的。上世纪 80 年代

末，本报记者曾在首钢公司初轧厂均热工段
车间劳动锻炼过。那时的首钢与今天相比，
景象迥然相异。中午吃饭的时候，食堂饭菜
的香气里混合着机油味。一到上下班时间，
穿着工装、带着饭盒、骑着自行车的人流穿
过整个厂区。细心观察会发现，人们尽量少
穿白衬衣。因为在那“钢花飞溅、铁水奔
流”的年代，一天下来，白衬衫的领口就黑
了。如今，蓝天、白云之下，绿树、湖水
环绕之中，人们在精心修建的林荫步道中
徜徉，呼吸着散发着草香、花香的格外新
鲜的空气。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建筑的变化背后，有着非常先进的基本
理念。2014年，首钢委托中国工程院等组织
开展了城市风貌研究，由徐匡迪院士牵头，
吴良镛、张锦秋、何镜堂等 5 位院士领衔，
他们创新性地提出“保留工业素颜值、织补
提升棕颜值、生态建设绿颜值”的整体风貌
理念。通过对厂房、料仓等建构筑物缝合加
固、织补院落，回归人性空间，推动工业建
筑向民用建筑的转化。

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过去，首钢园很
多建筑用了钢铁作为装饰，日久天长难免生
锈。转型之后，经过一番改造后的全新建筑
上，不少依然“锈迹斑斑”，原来是保留了
这样的工业痕迹，但其实悄悄做了防锈蚀保
护，“修旧如旧”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转型不是与过去“诀别”，而是最大化尊重
了历史。

转型的结果，让人欣慰。近年来，首
钢园圆满承办了中芬冬季运动年开幕式、
平昌冬奥总结会、冬奥吉祥物发布会、奥
林匹克博览会、外国驻华使节招待会、

“ 一 带 一 路 ” 全 球 青 年 领 袖 荟 萃 活 动 、
BTV 跨年晚会、中国科幻大会等数百场重
要活动。到首钢园办活动，成为很多品牌
的首选。

今年6月27日，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报告中明确肯定，“新首钢成为新时代首都
城市复兴新地标”。

五

“一起向未来”。对于未来发展的高度，
首钢人已心中有数。

今年 3 月，《深入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
复兴新地标 加快推动京西地区转型发展行
动计划（2022—2025年）》正式发布，为这
片热土勾勒出了新的蓝图。

人们都还记得，2018 年 12 月印发的
《加快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
设 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行动计
划 （2019 年—2021 年）》，被人们熟知为

“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为首钢园带来过
巨大的变化，通过紧抓冬奥机遇，顺利实
现转型发展。

如今，在后冬奥时期，首钢园瞄准的，
依然是发展这篇大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举办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不是一锤子买卖，不能办过
之后就成了‘寂静的山林’。”

事实上，过去滑雪大跳台通常在赛后即
拆除，但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作为世界首例永
久性保留和使用的冬奥场馆，除了冬季用于
雪上竞赛外，在其他三个季节它还可以根据
实际需求改造成为滑板、小轮车等运动的场
地。此外，还将通过申办国际赛事、打造赛
事IP、举办演艺活动等方式在一年四季得到
充分利用。

2021年1月，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复首钢
园（工业遗址公园和冬奥广场两个区域）为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标志着北京冬奥
会一项重大遗产正式形成。

有太多可以作为的空间。从科幻到体
育，从文化到消费，在京西这片广阔的
空间，首钢园正筑就高质量发展的“钢筋
铁骨”。

比如消费，为未来提供着更多的可能
性。今年6月18日，六工汇购物广场开业，
首钢园又多了一处网红打卡地。这里主打

“体验＋展厅＋餐饮”综合型消费，建在工
业厂房里的商场，让许多北京市民携家带口
前来体验，周末时，客流量甚至能达到万人
以上。很多新能源汽车品牌看中了这里，专
门开了品牌店甚至旗舰店，展示自己的产
品。在富有特色的露台空间上，可以欣赏到
新首钢大桥、首钢滑雪大跳台、群明湖等景
色。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购物广场开业之
后，还会有更多区域陆续开放，更多厂房将
得到有效利用。

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推
进新首钢地区转型发展，打造“一起向未
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

未来是什么模样？对于首钢人来说，既
在蓝图上，也在奋斗中。好在，经历过一次
次淬火重生后，这个走过了百年风云的老钢
铁厂，这个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的地方，可
能最不怕的，就是一次次出发。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

站在高处看首钢园
本报记者 严 冰 刘少华

站在高处看首钢园
本报记者 严 冰 刘少华

在北京，沿着长安街延长线一直往西
走，会在石景山区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红墙
绿瓦的首钢厂东门，抵达白色的新首钢大桥
前。这里是首钢园，曾经，作为首钢集团的
核心生产区，“钢花四溅、铁水奔流”；如
今，却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
所在地。

今年2月，谷爱凌、苏翊鸣两位“00后”

中国运动员分别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完成惊世
一跳，世界各国顶尖运动员在这里留下了飒爽
英姿。视频、图片里，他们的背景都是一个工
业风十足的冷却塔，上面写着“Beijing 2022”。

以冬奥会为契机，首钢集团将首钢园打
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模样。通过对老工业区工
业遗存和风貌的保护再利用，实现了让世人
惊叹的转型。

游客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出
发区参观拍照。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游客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出游客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出
发区参观拍照发区参观拍照。。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张晨霖摄摄

7月2日，首钢滑雪大跳台出发区参观恢复运营。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讲解员赵志永在演讲解员赵志永在演
示当年的操作流程示当年的操作流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少华刘少华摄摄

站在首钢园，远眺滑雪大跳台
和新首钢大桥。

本报记者 严 冰摄

站在首钢园站在首钢园，，远眺滑雪大跳台远眺滑雪大跳台
和新首钢大桥和新首钢大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冰冰摄摄

首钢园首钢园三高炉和秀三高炉和秀
池夜景池夜景。。 袁德祥袁德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