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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老”有所为,冰雪炼金

【编者按】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历史交汇点。“十三五”圆满收官，首都
站在新起点，北京商报特别策划了一组关联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方面，借由地铁线路串联起一系列城市地理地标，回顾北京
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由此产业升级、城市治理跃迁、民生福祉增进“尽收眼底”。另一方面，继往开来，紧扣北京“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邀请多领域权威专家各抒己见，为北京落实全面实现“十四五规划”凝聚共识、准备锦囊、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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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变奏

日前,市委书记蔡奇在石景山区就推进新

首钢地区建设发展调研时指出：“新首钢地区已

成为北京城市深度转型的重要标志。”

其实,自冬奥会筹办进入“北京时间”之后,

首钢的转型也进入了冰雪新周期。过去的自备

电厂精煤车间和车站用房,如今已变身为冰球

馆、冰壶馆等。昔日的老厂房华丽转身,变为京

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悄然点亮了首都的一

座冰雪休闲新地标。

走过百年历史,如今的首钢从停产到转型

已历经约10个年头,虽然这里早已没有了机械

的轰鸣之声,但当年的工业遗存却仍然在新产

业中熠熠生辉。“十三五”前夕,面对着这8.63平

方公里的土地,首钢原掌门人王青海定下了“建

设好以首钢北京老厂为基础的高端产业综合服

务区,推动北京西南部地区综合发展”这个转型

目标。

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在首钢广为流传：“十

三五”,规划的是五年,面向的是百年。根据规

划,“十三五”期间,首钢要紧紧抓住北京城市副

中心、大兴机场、冬奥会等机遇,发展有前景、有

市场、有优势、有竞争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产

业,打造城市综合服务商。

面对转型重任,四年前,首钢“十年一建”的

规划落地,首钢旧厂的改造工程全面启动。当

时,冬奥组委入驻首钢园区已有约一年的时间,

冬奥元素也已经深度渗透到了首钢的发展建设

过程中。根据规划,冬奥广场片区建筑面积44.82

万平方米,规划为文化体育及互联网+企业聚集

地,北京冬奥会的训练场地和正式比赛场地也

建设于此。

以柔化“钢”

在首钢这个钢铁巨人转型的过程中,各方

都试图注入“柔软”的元素。2013年5月,全球首

个在工业遗址举办的大型实景音乐会在首钢奏

响。随后,相关文件提出在首钢打造后工业文化

体育创意基地,因地制宜建设博物馆、产业孵化

基地等,文创产业的发展开始由基地建设向产

业孵化及文旅体验渗透。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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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利

用新建体育设施和工业遗存空间,打造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节庆赛事活动,并结合首

钢工业遗址公园建设,打造工业旅游精品工程。

至此,首钢又肩负起了京西工业文旅新名片的

角色。

去年4月,石景山区委宣传部“官宣”,未来三

年新首钢地区将打造特色文化空间。“工业园发

展文创产业、转型文旅综合体,的确是一个好选

择。但这一过程需要投入大量启动资金,才能形

成产业集群和文创氛围。”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示,此前,首钢园区在文创

方向上的探索主要以场馆改造、租赁为主,后来

首钢开始深度开发文创业态,如尝试投资体验型

的文旅业态,参与冬奥元素等IP制造等。

如果说十年的探索让首钢逐渐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转型方向,那么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

就为首钢做大做强新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引

擎。近期,蔡奇在调研时也强调,新首钢地区要紧

抓冬奥机遇,做好冬奥遗产保护利用这篇文章。

可以预见,随着园区的逐步建设,未来,更多

兼具首钢味道、冰雪特色的消费场景将逐步在

这里落地、成形。

“冷”经济与热消费

如今,走进首钢园区,除了三高炉等标志性

景点,各种新兴娱乐设施也成为年轻消费者必

“打卡”的去处。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

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看来,首钢的

老旧厂房、工业园区,无论是做旅游还是做文创,

都有先天优势。按照规划,2021年新首钢地区将

完成高炉改造,形成具有首钢工业特色的景观

带和灯光秀；到2022年,这里还将基本建成北区

空中步道,形成廊道贯通绿地、风貌特色建筑相

连的特色工业文化空间。

其实,首钢只是“十三五”首都文旅产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据陈少峰介绍,近五年来,北京不少

地标型特色成果陆续成形,如城市副中心文化

场馆、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在这之中,首

钢更像是城市建设升级中的见证者和引领者。

陈少峰提出,近年来北京文旅产业发展过程

中,冰雪“冷”经济着实成为了一大鲜明特色。借

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的契机,

京张基础设施加速落地,居民对冰雪主题旅游

热情走高,“冷”经济激发热消费效果初显。

“在此带动下,近年来北京文旅融合不断深

化,更多的跨界‘联动’得以实现,比如：教育赋能

旅游激活了研学旅行、体育+赛事催生了体育

旅游等,在‘十四五’到来之际,我们期待看到一

个更具文旅魅力与特色的北京城。”陈少峰称。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十四五”怎么干·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建设北京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布局
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形成各具特色产业发展布局，打造首都发展新增长极。

面向“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更长时

期,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度挖掘首钢老工

业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工业遗存人文价

值,应坚持“三个”着力,将工业遗产中饱

含的历史文化记忆融入新时代的科技、

艺术、文化、时尚、创意等元素,培育新型

业态,满足新型消费需求,充分释放首都

传统工业资源的强大生命力,形成首都

发展新增长极。

首先,着力强化科技创新,推进文化

融合复兴。应坚持工业遗存能保则保、能

用则用的原则,采用科技手段、融入科技

元素,强化创新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并

配套建设博物馆、图书馆、文化休闲、科

技体验、体育设施等公共空间,发展和培

育科技创新相关的服务业。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丰富文化与科技

内涵,注入创新创意和文化艺术,如将首

钢昔日的老厂房通过融入科技和文化元

素,变身为各类演艺中心、小剧场、创意

画廊、书店,并在外观上留住旧厂房的往

事记忆。

策划并举办各类文化创意活动,布

局一批标志性重大科技项目,形成以科

技创新、文化融合发展的特色高精尖产业

发展格局。吸引北京高端科技创新资源,

支持承接适宜的功能和产业,发展具有科

技创新能力的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构筑工业遗存、冬奥、科技体验、自然景观

等融为一体的科技文化融合高地。

其次,着力突出绿色低碳,推进生态

修复治理首钢工业遗存保护应坚持绿色

低碳,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持续提升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打造人居环境。尊重

自然生态环境规律,采取适宜的技术手

段,系统修复山体、水体和废弃地,构建

完整连贯的城乡绿地系统。以留白增绿

为抓手,将更多的腾退空间进行园林绿

化,形成更多的城市绿色景观。

利用工业遗存空间资源,发展光伏

产业,构建绿色能源。应加快北京能源结

构转型,以开发新能源为突破口构建绿

色低碳能源体系。推动北京碳排放尽早

达峰,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整合工业遗存等闲置屋顶、公共空间、居

民屋顶资源,大面积安装分布式光伏发

电设备,加快分布式电源并网,努力开辟

绿色能源通道,为城市增加绿色电力。从

源头上减少碳排放,增加新的城市景观,

传播绿色知识,塑造绿色形象。

此外,还要着力满足新型消费,打造

首都发展新引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传统线下消费受到冲击,在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以网络购物、

移动支付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

消费蓬勃发展,远程教育、在线办公、直播

电商为代表的线上消费加快增长,首都工

业遗存的保护与利用要充分利用新型消

费契机,融入新业态新模式。面向首都强

大的消费人群,充分利用新建体育设施和

工业遗存空间,补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短板,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引

入时尚消费、精品运动体验、休闲娱乐等

业态,构建首都城市消费升级新空间。

要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

优化新型消费网络节点布局,加快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为壮大新型消费提供持

久动力。“以用促保”模式将工业遗产与

创意园、新型消费街区等进行融合发展,

并吸引社会资本、知名企业、社会组织以

及公众积极参与工业遗存保护与合理开

发利用。展示城市工业记忆,传承城市工

业文化,引入融合体验式消费理念,培育

运动休闲、文化休闲、工业旅游消费等新

型业态和品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微旅

游目的地。将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化、服

务、休闲、娱乐、创意融入市民生活,让市

民游客体验更多精彩,满足中高端消费

需求,将工业遗存区域打造为充满人文

气息、艺术魅力、科技体验的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新地标。

北京市社科院城市所所长、研究员陆小成

“以用促保”推动工业遗产转型

·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情况概览·

开工时间

2019年6月25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1年12月28日

全长

3.6公里

站点

设站 4座，北
起金顶街站，
南至首钢站

·新首钢园区·

名称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规划占地面积 8.63平方公里

重点产业

◇节能环保等高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

◇商务、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

◇数字娱乐、工业设计等文化创意产业

2019年初

首钢老厂区确定
将于2035年前后
建成新时代首都
城市复兴新地标

2020年8月

首钢公开表示， 园区正积极打造全球首发中心及
首店商业街区商业模式

2005年

首钢启动搬迁

2010年

首钢主厂区正式全
面停产2012年

首钢老工业区搬
迁 改 造 方 案 出
炉， 首钢主厂区
规划五大功能区

2015年

冬奥组委落户首钢

2018年

首钢“第四块冰”冬
奥训练中心冰球馆
已完成制冰和竣工
验收

·首钢变形记·

2019年正式开工并首次出现
在北京地铁规划中的11号线西段
（冬奥支线），长约3.6公里，北起金
顶街站，南至首钢站，计划竣工日
期为2021年12月28日。这条地铁线
不仅承载着无数人的冬奥梦和服
务冬奥赛场的重要职能，也将首钢
园区和北京西部地区，以及整个北
京城更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从老首钢到新首钢，这座老工
业区虽保留着当年的印记，但内核
却已焕然一新。“十三五” 时期，首
钢历经了冬奥组委落户、“十年一
建” 规划落地等多个重要节点。今
年底前，北京西部的这条重要地铁
线路就将建成通车，届时，新首钢
这个地标的轮廓也将更清晰地展
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