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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十年

“除了想家没啥别的”

与CBD一起成为点睛之笔

工业旅游序幕拉开

初见刘陆光时，他更像
是 一 个 从 钢 厂 走 出 来 的 工
人：身材壮实，脸膛儿黑红，
手上厚厚的老茧，额头上还
有未擦去的汗。

刘陆光现在是首钢一名
文创产业员工，在首钢老厂
区停产前，他已在炼钢一线
呆了 20 年，做过十年班长。
他所在的首钢源景文化公司
成立于 2006 年，前期只在首
钢转型领域之一的文化创意
产业上做些筹备与尝试，包
括与央视合拍以首钢为主的
专题片等，现在正全力打造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台重头戏
——首钢灯光节。

“昨晚这里可漂亮了，有
塔砖突起变换成数字，再变
成珍珠从塔顶坠落，刚刚还
是一群彩蝶飞出塔外，一眨
眼又变成在大海中的游鱼，
最高潮的是塔身瞬间‘破裂’，
高飞冲向塔外……”。在首钢
厂区群明湖边，刘陆光手舞足
蹈地给记者描述“灯光节开
幕”的盛况。他身后的观众席
上空，挂着“点燃铁色记忆，照
亮工业文明”的横幅。稍远
处，昨夜 3D 光影大片的主角
——巨大的高炉、储氧罐和凉
水塔在阳光下静静矗立。在
停产两年后，它们借由光影
艺术焕发了新生命。

“首钢灯光节”是首钢按
照《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
区规划》实施的第一个项目，
也是老厂区商业化运营的起
点，首钢工业旅游的序幕从这

里拉开。从机器轰鸣、钢花四
溅的重工业基地，到流光溢彩
的文化创意园，首钢的产业结
构转型正在进行时……

与老厂区一起转型的，还
有许许多多个像刘陆光这样
的首钢工人。在为灯光节设
置的临时办公室里，刘陆光为
记者讲起了他的转型之路。

钢厂工人走进
文创培训班

“1989 年随着父母知青
返城回到北京，第二年社会
招工进了首钢，主要是之前
首钢名气大，小时候家里人
就常提到过。”刘陆光讲起进
首钢的经历。

用盐酸清洗钢板、在炼
铁车间给高炉供料……从 17
岁进入首钢工作，刘陆光从
炉前工、巡检工一路做到管
理岗，可谓老首钢人。就在
他以为这一辈子都将在炼钢
线上度过时，首钢停产搬迁
的消息传来。

2005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
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方
案。同年 6 月，首钢炼铁厂 5
号高炉停产，老厂区涉钢系统
压产、搬迁工作正式启动。

“虽然有好几年的心理准
备，可那一天真来了，心里真
是舍不得”，刘陆光说。2010
年 12 月底，随着厂区钢铁主
流程的停产，首钢最后 2.2 万
名人员迎来安置分流高峰。
此前的五年间，首钢完成了 4
万多名职工的分流安置。

当时的刘陆光面临一个
选择题：是到迁钢、京唐钢铁
等新钢厂，还是留守北京老厂
区？“种种原因让我选择留守，
但留下来干什么？我能干好
吗？心里真没底！像我这个
岁数离开了钢铁会不会一文
不值？”，他一肚子的疑问。

不过，首钢很快组织了一
期两百人规模、40余天的新产
业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重大
装备制造、高端金属材料、生
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
类似的培训班首钢举办了好
几期。

刘陆光正是文创产业 30
人小班中的一员。 37 岁的
他，重新坐进了课堂，心里依
然茫然。“我一个炼钢的，跟
文化创意能扯上啥关系？这
动画漫画不都是小孩子的玩
意儿，我学来又有什么用？”
此时的他对文创产业的概念
仅限于动画。

“可这一学下来，才发现
还挺有意思。原来老旧厂房
还可以变身成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废弃的火车头、高炉修
整之后将成为工业游景点，被
赋予新的意义……”学员们还
被安排参观了北京 798、拉菲
酒庄、上海 751 创业工厂等一
批知名的文创产业基地。“这
一对比发现我们老厂区优势
巨大，像 798 都只有厂房，而
首钢却有一整套的工业设备，
可以大做文章。”至此，刘陆光
心里才有了底儿。

机车头、钢渣锅
都成为艺术

培训完不久，刘陆光就接
到第一个工作任务：将北京第

二通用机械厂的老厂房改造
成首钢文化创意产业先行先
试示范区，未来打造成一个集
动漫创作、生产、交易于一体
的动漫游戏城。

工作组共 19 个人，和老
刘一样都是文化创意产业培
训班的毕业生，他们来自首钢
各车间。

一切都是重头再来，第一
件事是清理垃圾和除草，垃圾
整整装了几大车，厂房门口的
草都有一人多高，这里已经荒
废了有十多年。此后，他们花
了两个月在厂区转悠：收集厂
区基本资料、丈量土地、顺便
设 想 下 每 个 厂 房 设 施 的 用
途。再然后就是第一块草皮
被铺上，这块草皮老刘至今都
能找出来。

工 作 组 的 辛 苦 没 有 白
费，一个焕然一新的文化创
意园区几个月后在重型机器
厂旧址上树立起来。2011 年
9 月 28 日，首届中国动漫嘉年
华在这里召开，一个月后，第
十二届世界动漫大会也落地
该厂。

“你看看这个鱼雷罐，动
漫嘉年华召开时好多小孩子
在上面爬来爬去，都觉得新
鲜，我就给他们讲是从炼铁厂
来的、装铁水用的，看到他们
有兴趣，我真觉得值了。”刘陆
光指着一个肚大口小、形似鱼
雷的大铁罐说。

在二通厂，这样的设备随
处可见：机车头、钢渣锅、车
床……旁边立着的小标牌有
点像“墓志铭”：来源、用途、年
限被一一记载，供游客凭吊。

刘陆光在二通厂当过调
研员、负责过施工建设、做过
保安主管，最后负责的工作是
招商。

“现在小厂房已经有艺术
家要进驻了，而入驻大厂房现
在已经有几家大动漫公司在
跟我们洽谈”，刘陆光聊起招
商规划已经头头是道。用他
自己的话说，就是“打交道的
都是专家教授和文化公司、艺
术家，俨然也是个圈子里的文
化人”了。

“不做一锤子买卖”

在首钢人看来，始建于
1919 年的首钢多年来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巨大：特
别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首钢的钢年产量在十几年间
由 100 万吨猛增至 800 多万
吨，一度成为国内钢铁业“老
大”。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急
剧扩大，对北京的污染也越
来越严重。

“首钢处在北京的上风上
水，污染问题被放大了。其实
首 钢 治 污 减 排 力 度 全 国 罕
见”。在谈到以前的污染情况
时 ，好 几 个 首 钢 人 对 记 者
表示。

尽管如此，在当时，要首
钢还是要首都的争论持续已
久，而申奥的成功也加重了首
钢搬迁的砝码。

除了城市谋转型，首钢
搬迁也有着企业求发展的自
身逻辑。就钢铁业而言，钢
厂向沿海搬迁已是国家规划
和行业趋势；对首钢来说，远
离首都之后的首钢，在环保
成本、生产费用、人工成本、
运输费用等方面将迎来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更大发展
空间。

2010 年 12 月 21 日，首钢
石 景 山 厂 区 最 后 一 座 高 炉
——1 号 高 炉 全 面 熄 火 ，北

京从此作别“十里钢城”。当
年的这一标志性事件彻底拉
开了北京调整产业结构的序
幕。

搬迁留下了一块 8.63 平
方公里的“空地”——石景山
主厂区。按照首钢人的“野
心”：这里的发展前景媲美
CBD，产 值 或 达 2000 亿 元。
首钢还提出了“五年再造一
个 新 首 钢”的 口 号：即销售
额五年后要达到未停产前的
水平。

“从首钢领导到基层员工
都有个共识：不做房地产等一
锤子买卖，单纯建个房、让别
人进驻，然后就没我们什么事
儿了，他们得和我们坐下来一
块儿建设、经营。”首钢新闻处
处长吴建新介绍，首钢此前经
营过的非钢产业和生产服务
性产业将继续在此经营，比如
在这里研发高端材料有着人
才、技术和场地等巨大优势，
而老厂区巨大的土地、特色的
工业遗址和富余劳动力也让
文创、旅游和各类服务业发展
空间巨大。

“ 老 厂 区 钢 铁 不 再 ，但
记 忆 犹 存 。 重 要 设 施 如 四
座高炉将完整保留，像工业
管廊、晾水池、冷却塔、氧气
罐 等 特 色 设 施 也 会 保 留 下
来，到时会改造成一个工业
文化主题公园”。吴建新告
诉记者。

“我算是经历过九几年首
钢最辉煌的时候，所以昨夜的
灯光一打到这些老建筑上，感
觉它们又活了。”刘陆光说，像
他这样的老首钢人看到这一
情景的感受外人无法理解。
现在，老刘不去想灯光节后又
会是什么新活儿等着他，只是
笑着说“服从安排”。

这几年除了结了婚、有
了孩子，最大的变化就数上
班的地儿由石景山厂区一下
子转到河北迁钢了，这就是
所谓的“700多里上班路”。

2009 年的时候厂里要
分流，我想着多学点东西，
就选择去了迁钢。去了之
后才发现，这里其实条件挺
不错的，可能是为了吸引年
轻人，住的是三室一厅，洗
衣做饭没问题，空调电视也
齐全。

厂子里平时组织球赛
之类的文体活动非常多，工
资也比原先高，加上我性子
比较粗，到哪里都随遇而
安，也没觉着有啥不适应。

不过，刚开始去的时候
还是有点小问题。那时候
我正谈对象来着，也没其他

办法，只能煲电话粥，往往
打完电话，听筒都发烫，一
个月下来电话费就数我们
这样的小年轻最多了。

结婚之后，我家那口子
也多多少少会抱怨几句，但
是平时真有事她都一个人
扛下来的，因为跟我说了我
只能干着急，我也不会请假
回去，也幸亏这两年没碰上
什么十万火急她又解决不
了的大事儿。

现在我每天想着赶快
干满十四天好回家休五天：
头天下了夜班，搭早上八点
的车往北京赶，等回到顺义
的家里休息下这天基本也
就过去了；接着休息三天，
第五天上午十点就得出门，
赶到石景山这边下午三点
的班车，午饭就一个大煎饼，

回到厂里基本也就六七点
了。不过，这已经比以前倒
小班，十二天休四天好多了。

所以说真正休息也就
三天，我也尽量多陪陪孩
子。让人觉得贴心的是，我
都不在身边，小家伙非常亲
我，不到一岁，我一回来他
就“爸爸、爸爸”的叫得可欢
了，我手一伸赶忙就贴过
来了。

车上时间最难熬，刚开
始人少还能躺着休息下，现
在基本都满座，还怕碰上个
雨雪大雾天或者修路，有一
回大雾，整整在路上耗了12
个小时。

这么一趟趟往返下来，
时间长了真挺累得慌，次数多
了习惯就好，平时唯一的难受
是：除了想家，没啥别的。

新京报：首钢当初为何
要搬迁？

徐刚：从产业定位来
讲，大型重工业与北京产业
政策完全不吻合；从区域功
能来讲，首钢位于北京的上
风上水和核心地带，是一个
相对封闭的环境，对北京交
通、景观和城市环境都带来
较大问题。因此北京奥运
只能说是一个契机，主因是
首钢与北京的国际化都市
的发展定位太不合拍。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新
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的定位？

徐刚：首钢这样的功能
定位是十分符合实际情况
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首
钢的老厂房和基础设施完
善，正适合数娱产业这样占

自然资源少、无污染的智
力、资金密集型，其他工业
旅游观光也很好地保留了
工业遗迹。而且非常符合
石 景 山 区“CRD”的 定 位
（文化娱乐休闲区），能产生
较高产值和新增值点。

新京报：如此大的工业
基地转型有没有可资借鉴
的经验？

徐刚：这在国内无先例
可循。与 798 相比，首钢厂
区要大得多，而且工业设施
也更多、更有特色；其次是
798先是民间自发组织而后
由政府统一规划，但是首钢
一开始就是从上而下的、是
大型的、系统性的转型开
发，有清晰的定位，因此 798
提供的经验有限。

从国外来说，最值得借

鉴的经验就是诸如德国鲁
尔区的成功思路——要做
开放性、公众喜爱的园区，
比如改造成图书馆、博物
馆、时尚发布场所、游乐性
质的遗址公园，增强市民参
与性，有了人气才算成功。

新京报：首钢新园区在
发展建设中最需要注意的
问题是什么？

徐刚：最需要注意的是
如何在保护工业遗迹与开
发新项目之间求得平衡，不
能以“推平头”的方式进行
开发。我比较看好首钢，从
北京城市版图来看，它将与
东部 CBD 一起，成为一东
一西两处点睛之笔。

田佳 首钢迁钢动力作业工

徐刚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研究所副主任

读这十年

迎接十八大 记者基层行 【第18期】之 首钢

历
时128个小时，2010年12月21日，首钢石景山厂区最后一座生产中的高炉——1号高炉全面熄火，至此，
首钢石景山厂区的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 对于北京来说，这座名字中冠有“首都”的标志性企业不再
给她带来重工业的困扰，京西之地将更加符合首都的发展定位和产业转型。对首钢而言，光荣与历史在此

刻清零！接连而来的是面临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如何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求得平衡、如何从钢铁重工业平稳跨越
到新兴第三产业。而对于数万名首钢钢铁产业工人来说，原本上班、退休的人生也有了巨大改变。

时值首钢灯光节，雄踞京西九十余载的十里钢城再也感受不到机器轰鸣，古老的工业遗迹诉说着铁色记忆，今
天的首钢，在灯光的照耀下华丽转身，一座新的文化地标即将屹立。

地点：首钢石景山老厂区 时间：9月17日、9月26日

首钢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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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通州新城】

新京报记者 黄锐 首钢石景山老厂区报道

9月26日，从石景山上俯瞰首钢老厂区。（拼接图片） 新京报记者 李冬 摄

9月26日，开往河北唐山首钢京唐钢铁公司的班车即将发车。 新京报记者 李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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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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