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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首钢职工陈香 （左二） 拿着
2007年老首钢转炉停产前拍摄的老照片，招呼同
事在京唐公司炉前平台合影留念，大家争相在老
照片中寻找自己当年的位置。

百年首钢的两次奥运奇缘
本报记者 赵 晶摄影报道

初冬的北京，阳光正好。如往常
一样，首钢职工陈香准时坐上发往河

北曹妃甸的班车。300 公里近 4 小时车程，
是3000多名首钢建设者的通勤之路。

这条路是首钢百年历程的浓缩版。路的
一头，新首钢接续着淬火升华的使命；路的
另一头，老园区迎来了冰上起舞的新生。而

这一切都源于奥运。
始建于1919年的首钢，见证了中国工业从起

步、发展到壮大的历程，也见证了古都北京的百年
变迁。北京成功申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后，为了保
障首都空气质量，同时也为适应中国钢铁产业结构
调整的新要求，首钢于2005年启动搬迁调整。经过
首钢人的奋战拼搏，短短几年，在河北曹妃甸一片
浅海荒滩，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工厂拔地而起。

在新首钢炼钢主控室，工作人员远程监控并通
过电脑发出指令，炉前高温炙烤的作业方式已成为
历史；首钢京唐公司加大创新力度，产品结构已全
面升级，从过去中低端钢铁产品转变为高档精品板
材；公司采用的220余项国内外先进技术中，自主
创新和集成创新的技术达到三分之二；2019年8月
1 日，二期一步工程全面投产，设计年产铁 449 万
吨、钢400万吨、钢材427.6万吨……

首钢搬迁后，老厂区留下了 8.63 平方公里
的开发空间。伴随着北京成功申办第 24 届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首钢又一次与奥运结缘。如
今，走进北京首钢园区，处处体现着冬奥元
素，工业遗存和现代建筑在这里完美融合。4 座
体型巨大的冷却塔旁，滑雪大跳台初露芳容，
这是北京 2022 冬奥会北京赛区内首个完工的新

建场馆；曾经的筒仓区域被改造成北京冬奥组
委办公楼；精煤车间变身为冬训中心，有着辉
煌历史的三高炉，已成为首钢工业文化体验中
心，迎接着一批批打卡“网红”。

在位于首钢园区的冬训中心冰壶训练馆，制
冰师刘博强正在一丝不苟地进行“打点”作业，
为冰壶队员的训练做准备。曾经做过轧钢工、焊
工的老首钢人刘博强通过努力已成功转型，如今
专业水平已经可以媲美顶级制冰师。以冬奥组委
入驻园区为契机，首钢园区正变身为高端产业综
合服务区。

山海无碍，淬火履冰。百年首钢与奥运两次
结缘的背后，是古都北京成为世界唯一“双奥之
城”的现代传奇，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铿
锵步伐。

▲12月6日，参观者在北京首钢园区三高炉观景台眺望园区。远处4
座体型巨大的冷却塔旁，滑雪大跳台初露芳容，这是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
首个完工的新建场馆，届时将在此举办跳台滑雪比赛项目。

◀ 11 月 18 日 ，
首钢京唐公司炼钢作
业区的“职工小家
——炉前驿站”，职
工郭佳宁（中）在和
北京的家人视频通
话。为增强职工归属
感，企业建立多个富
有特色的“炉前驿
站”，让一线职工感
受到家的温暖。

◀ 11 月 23 日 ，
位于北京首钢园区的
冰壶训练馆，刘博强
在为冰壶队员的训练
做准备工作。曾经做
过轧钢工、焊工的刘
博强通过努力已成功
转型，如今专业水平
已经可以媲美顶级制
冰师。

◀11 月 15 日，首
钢退休职工张建国
（右一）一家三代乘坐
北京首条磁悬浮列车
S1 线，观看首钢新园
区景色。张建国的父
亲、哥哥和妹妹都是
首钢老职工，对首钢
情有独钟。

▶ 12 月 4
日，首钢京唐
公司成品码头
繁忙的作业现
场。该码头已
成为北方地区
最大的精品钢材
专业化码头，公
司生产的产品
通过 这里发往
全国各地，被
誉为“海上 钢
铁梦工厂”。

▲11月24日，北
京首钢冬训中心花滑
馆，市民参加冰上体
验活动。这里原为首
钢老厂区精煤车间，
改造后成为冬季运动
训练场馆。

▼12 月 3 日，首钢京唐
公司冷轧作业部员工在成
品库查检产品质量。该公
司着力打造企业品牌，产品
结构已全面升级，从过去中
低端钢铁产品转变为高档
精品板材。

▲12月3日，首钢京唐公司炼钢作业部炼钢作业区员工
在炼钢。近几年来，该公司自主创新“全三脱”炼钢工艺，
打造出国内第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洁净钢生产平台。自投产
以来，首钢京唐公司获得科学技术奖项104项。

▲12月19日，北京首条磁悬浮地铁列车穿过冬奥组委所在地的
首钢园区。经过多年发展，这里已经从传统老工业园区转型升级为
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这片工业遗存重焕青春。

◀12月4日，在首
钢京唐公司炼钢主控
室，54 岁的职工王建
斌展示30年前拍的工
作照。和过去相比，
现在的工作方式变成
了“科学炼钢”，炉前
高温炙烤的作业方式
已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