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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首钢园区，高炉矗立但不见烟尘滚滚，厂房依旧却
不再机器隆隆；昔日的“钢铁之城”已变身为空气清新的高
端绿色生态园区。漫步在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天宁1号”文化
科技创新园，随处可见创意十足的艺术装置，坐在离天宁寺
塔只有一墙之隔的咖啡馆，一边享受咖啡时光，一边感受蓝
天白云之下的古塔……

随着老钢铁厂、热电厂、废弃的作坊等在保护利用中
“浴火重生”，变身文创园、博物馆，重新融入百姓生活。如
今，到城市里的一些网红工业遗产“打卡”，早已成了很多人
休闲娱乐的方式。

21世纪初，百年首钢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停炉熄火，为
“还首都一片蓝天”，钢铁巨人毅然转身。十余年后，首钢园
再次与奥运结缘。这座百年工业遗产，因冬奥会实现了火与
冰的转换，正在成为冰雪运动的新地标。百年首钢的华丽转
身，成为北京工业遗迹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43岁的李红继是首钢转型发展的一分子，作为炉前工的
他曾负责高炉的出铁工作。每天跟1500度的铁水打交道，尽
管穿着耐高温、耐火的阻燃服，阻燃服被烤得冒烟也是常有
的事。如今脱下旧工服，换上一身全新的西装，李红继成了
冬奥物业事业部安全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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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改
造得这么时髦，看到熟悉的‘老朋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作为首钢人，我骄傲！”李红继言语间难掩激动之情。

“大家好！欢迎来到首钢园参观。以前，我就在这里工
作、开天车……”44岁的姜金玉曾是首钢的一名天车司机，
每天在距离地面二三十米高的天车里高空作业，被称为“空
姐”的她如今是首钢园区服务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的一名讲
解员，向国内外来访者讲述首钢的精神和文化。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见证，是工业文化的载体，是人
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
文明的发展都留下了宝贵的工业遗产。这些工业遗产不仅见
证了我国近现代工业化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也蕴藏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价值。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介绍，近
年来，政府和民间都在关注工业遗产，在有效保护基础上，
探索利用发展新模式，推动工业文化传承发展，为制造强国
和网络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支持工业用地转型升级，
2018年初，北京市发布《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
间的指导意见》，对引导工业遗产保护和城市功能转型起到了
重要作用。

“工业遗产见证着工业文明的辉煌演变，具有宝贵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对于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城一面’的
城市形象、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特殊意义。”在全国
政协委员董恒宇看来，如何有效保护、挖掘及合理利用工业
遗产，实现保护与开发并存，成为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
课题。“要让‘工业锈带’蝶变‘生活秀带’，让工业遗产焕
发新的活力。”董恒宇说。

“工业遗产是人们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区域文
脉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798、西城区‘天宁1号’文化科技
创新园、海淀区768产业园等都是北京工业遗迹成功转型的案
例。”全国政协委员陈双告诉记者。

工业遗产焕发工业遗产焕发““新生命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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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中的三高炉被灯光照射得通体红色夜色中的三高炉被灯光照射得通体红色，，在工业晾水池在工业晾水池
改造成的改造成的““秀池秀池””中倒映出一片红火中倒映出一片红火，，十分壮观十分壮观。。

游客在“天宁1号”文化科技创新园小憩。

老旧仪表变身园区一景。

798艺术区成功实现从原生态的电子制造工厂，向多种文
化业态相融合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

游客在雕塑《冬奥之约》前录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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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在首钢园举行。

现代会展和工业风貌现代会展和工业风貌、、自然景观深度融合自然景观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全新沉浸式会展空间体验为观众带来全新沉浸式会展空间体验，，也使工业遗存重新焕发生机也使工业遗存重新焕发生机。。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当日，姜金玉 （左） 与李
红继身着当时的工作服，手
捧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把这一刻定
格下来。独特的工业风打卡地成为创作者的写生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