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景山区每一次“新纪元”的开立，有天时

地利，更有经年累月的寸积铢累做底。“每一块

钢铁里，都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作为首

都的钢铁心脏，从抗日战争侵略者占厂炼铁，北

平解放后恢复生产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

产，历经九死一生，首钢终于1978年跻身国内八

大重点钢铁企业。彼时，首钢钢产量为179万吨。

到1994年，这一数据已扩大至824万吨，位列全

国第一。

“虽然首钢一直在加强环境改善，但北京地

区自然形成的大气污染本底值很高，环境容量非

常有限，不再适合继续发展钢铁冶炼工业。”首钢

环境保护部部长姜林曾感叹。

而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绿色奥运”的悄然

临近。想要达到举办奥运会要求的二级标准，全

市每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允许100微克。彼

时，北京每立方米基础值已接近70微克，排放空

间只有每立方米30微克，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所允

许的排放总量为3.3万-4万吨/年，但北京市实际

排放总量为每年11万吨。

2005年早春，首钢迎改。国家发改委回复批

示，同意首钢减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

案。同年6月，炼铁厂5号高炉正式熄火，首钢逐步

迁往河北曹妃甸。双方提出推进产业升级协作、

加强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引导石景山区非首

都功能产业向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转移。

根据发改委批复的截止日期，2010年12月16

日至21日18时，首钢1号高炉全面熄灭；次日，厂

区产出最后一炉铁水，首钢全面停产。彼时，首钢

生产部部长、停产总指挥李岩表示，“如此规模的

钢铁企业停产，在国内外都是前所未有的”。

“十里钢城”求新之路启航，石景山走向命运

迭代的十字路口，冬奥、文化、生态等成为下一个

世纪石景山区的新注脚。

酷暑里的石景山区广宁街道，却在着手铺就

另一个季节的故事。去年5月11日，在北京2022冬

奥会倒计时1000天之际，距离北京冬奥组委最近

的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成为北京第一个被授牌

的“冬奥社区”。这里将启动冬奥社区文化广场和

冬奥主题的文化中心建设，其中，冬奥社区文化

广场将于年底改造完成对外开放。

而距离“冬奥社区”车程只有十分钟的首钢，

则与冬奥有着更深的缘分。坐拥8.63平方公里，总

建筑规模1060万平方米，首钢老厂区成了时下北

京市城六区里唯一能大规模、联片开发的地界。

如何重新规划这片空间，考验着城市管理的智

慧，也关系着石景山下一步怎么走。

2012年，北京市完成《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

服务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年，首钢就园区的

发展定位、资源保护、空间形象、建设模式和起步

区示范开展工作，将织补城市、海绵城市、城市复

兴等理念运用到规划中。规划方案公示后，不少

市民强烈建议，原貌保存石景山高炉等工业遗

址。随后，前述意见全部被采纳。

2022年，冬奥会将联合张家口共同举办。巧

的是，从石景山区新首钢园出发，通过西线五环、

六环去往延庆和张家口都更加方便，与冬奥会比

赛场馆距离也更近，带动首钢老厂区产业转型可

谓“一石二鸟”。随后，新首钢园承接下北京冬奥

组委会驻地、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和国家

冬训中心。自此，石景山区也将命运交付给另一

个季节。

新首钢总建筑规模约1060万平方米，分为

北、南、东南三个片区。片区总体包含工业遗产文

化创意区、核心商务区、高端产业拓展区、综合配

套区、总部服务区的5个功能区。目前北区利用老

工业厂房改建的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

冬奥训练场馆“四块冰”已全面建成。

·打铁遇上冰雪·

·前所未有的变身·

石景山：乘风冬奥“钢城”寻变

石景山的过往，是在

钢水高炉中淬炼出来的。

长安街西线尽头的

大红门背后，曾是闻名全

国的钢铁基地———首都

钢铁厂。 如今百年已过，

大红门外的世界改头换

面，门里的钢筋铁骨像是

被冻结在城市的时间轴

上，石景山区新旧两代光

景在这里折叠交汇。

随着冬奥临近，石景

山区借势转型。乘风冰雪

经济，冬奥、文化、生态

等新名词被钉入发展轨

道。从提出“1+3+1”高精

尖 产 业 结 构 到 出 台

“2+N”政策体系，这个被

称为首都钢铁心脏的城

区，正编写关于自我重塑

的改革新章。

而石景山的下一个

百年，也将从叩开冬奥会

冰雪之门开始。

近年来，石景山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二三产业占比实现了从2010年的7： 3到现在2： 8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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