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6月首钢炼铁厂5号高炉停产，标志着
首钢北京地区涉钢系统压产、搬迁工作正式启动。

2005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首钢实施压产、
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并同意在河北省
唐山地区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
铁联合企业作为搬迁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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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钢京唐公司 1号高炉主控室，面对着电脑上实时更新的生产曲线画
面，炼铁作业部炼铁一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范小斌凝神屏息，密切关注着炉况
走势的每个参数。

早在2008年3月，范小斌就成为第一批从老首钢来到曹妃甸的技术工人，
崭新的工作环境下，他迅速成长为1号高炉的炉长。

2004年8月，钢铁冶金专业毕业的范小斌在首钢当上了炉前工。他所在的
五号炉于2005年6月最先停产；2008年1月，他新岗位所在的四号炉也熄火。

熟悉的厂房和设备逐一停产，范小斌内心有失落有不舍，也萌生出大干
一场的决心。职工分流方案出炉，他面临人生中一道关键的选择题：是去条
件已经成熟、环境更好的首秦公司或首钢迁安公司，还是去待建设、但未来前
景广阔的首钢京唐公司？他没有犹豫，选择了后者：“年轻人就要开拓天地，
去曹妃甸参与新公司建设能有更大作为！”

虽然有准备，但满腔热血的他第一次踏上曹妃甸的地面时，心里还是凉
了半截——这片荒地上连植被都少见，一阵风吹过便飞沙走石，沙子钻进了
发缝和耳朵。“除了我们，别的活物都见不了几只！”同事们打趣说。

开荒的难度，超乎想象，但是一批批首钢人咬牙坚持下来了。成果，也超乎
想象，这里建起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容量高达5500立方米的1号、2号高炉。
范小斌一边见证高炉的崛起，一边跟随老师傅日以继夜地学习高炉操作流程。

2009年 5月 21日——范小斌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京唐公司 1号高炉顺
利点火开炉。“国内最大的高炉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首钢人自主设计、建
设世界最先进的高炉顺利投产了！”自豪感满溢的他感慨。当高炉铁水第一
次流淌出来时，出铁平台上传来阵阵欢呼声，鏖战好几个月的工人们相互拥
抱，那天的泪水，是甜的。

15年来，范小斌见证了曹妃甸日新月异的变化，身边很多北京职工都在
这里安居乐业，他也在这里买了房。孩子放寒暑假时，一家人就会来到曹妃
甸住上一段时间。孩子尤其喜欢这里的夏天，不仅气候凉爽风景美，还能吃
到美味的海鲜。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让曹妃甸当地居民获得感不断提升，也为来此工作
的人带来了新机遇。范小斌将和团队继续守护好 1号高炉的平稳运行，力保
各项指标保持国内第一、世界领先的水平。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就京津冀
协同发展发表重要讲话时，唯一提到的企业就是首钢，他
指出：“首钢搬迁到曹妃甸就是具体行动。要继续坚定不
移地做下去。”

当年7月，京冀两地签署《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
范区框架协议》，双方决定在产业、交通等 7方面不断加强
协同合作。依托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首钢深度融
入协同发展“一盘棋”，加快打造京津产业转移首选地、协
同创新新基地、非首都功能疏解新空间，协同发展的示范
引领作用愈发凸显。数据显示，自搬迁调整以来，首钢在
河北注册企业 81家，资产规模 1947亿，有力带动了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提升。

在首钢的示范效应下，金隅供应链、京能鑫华源智能
停车、建工市政钢结构、城建重工新能源汽车等十多家市
属企业，以及华润电力、国投港口、中铁十六局盾构等十余
家中央企业，以及厦门日上、常青股份、东邦绿建、三一重
工等 20多家上市及知名民企陆续成功落地曹妃甸并实现
投产运营。

曹妃甸港区水深港阔，为国际货轮提供了天然的靠泊
条件。来自五湖四海的货船踏浪而来，载满出口钢材的货
船起航驶向远方。作为入驻曹妃甸的首家龙头企业，首钢
京唐带动北京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到此，与钢铁业下游形成
产业链，推动曹妃甸矿石港、原油港、煤炭港等港口群建
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潮头，勇当先锋。

产业加速聚集的同时，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也在此聚集。
“一开始附近都找不到吃饭的地儿，每天只能在路边

三轮车小贩那儿买盒饭吃。”刚到曹妃甸工作时，莫志英每
天看着没车、没人、少配套的街道，心理落差很大。现如
今，他居住的小区门口就有医院和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
校，生活日渐便捷。随着华北理工大学等高校搬迁到曹妃
甸，很多学生毕业后直接到首钢京唐工作，莫志英的团队
和高校展开科研项目合作也更加顺畅。

“有产业，有配套，有年轻人。”莫志英真切地感受到曹
妃甸这片产城联动宜居之地的日新月异，“大都市有的，如
今这里都有。”

从石景山到曹妃甸，新首钢成为“山”与“海”之间一道
独特的风景。

百年钢城，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十余载栉风沐雨，山海作证。
从西山南麓，到渤海之滨，率先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首钢完成了史无
前例的搬迁调整，实现了一场从“山”到

“海”的跨越。
曹妃甸昔日的荒凉滩涂上，一座钢

铁“梦工厂”迅速崛起。转型升级后的
首钢京唐公司点燃创新炉火，锻造“首

屈一指的钢”，成为拉动区域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海上新首钢，为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立
下标杆，更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搬迁升级迎来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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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的一个周末，首钢京唐公司炼钢工郭佳宁如往常
一般踏上了从北京市石景山区到唐山市曹妃甸的班车。从
石景山区到曹妃甸，全长 220公里，班车要开 4个小时。12
年来，作为首钢“双城大军”的一员，郭佳宁每周都在这条线
路上往返，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双城”生活。

10年前，郭佳宁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他从首钢
技校毕业进入首钢第二炼钢厂，在炉下工岗位练就肉眼看碳
花、看钢样儿的本领，成了班组里的“多面手”，很快越过巡检
工和摇炉工的岗位，破格成为一名炼钢操作工。

那会儿的首钢老厂，生产工艺与现在比堪称“原始”——
工人们需要顶着扑面的热浪，端起测温枪和取样勺伸进炉口
测温取样，哪怕炼钢工练就“火眼金睛”，判断失误的情况也
还是时有发生。

而在钢厂之外，企业发展和首都环境、产业结构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也就是在郭佳宁进厂的 2001年，首钢迎来重
大转折：北京申奥成功，绿色北京的发展要求让首钢搬迁势
在必行。

2005年，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首钢实施
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拉开了中国钢铁史上最大
规模迁移的序幕。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首钢自身也急需开辟新的发展空
间，于是将目光投向了有着大型深水港建设条件的曹妃甸。

荒凉的滩涂上，首钢人开启了二次创业，曹妃甸小岛很
快崛起一片新钢城。短短 3年，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厂房，自
动化的生产设备，花园式厂区，簇新的宿舍楼、餐厅等生活设
施，双向四车道的便利交通全部建成。2009年 5月，首钢京
唐公司1号高炉铁水出炉，首钢在曹妃甸启动试生产。

“从北京到河北，并不是简单的搬迁，设备和工艺全都是
新的！”来到首钢京唐后第一次站在300吨大型转炉前，郭佳
宁看呆了：这比首钢老厂的210吨转炉大了一圈，5个大型转
炉的数量也比老厂多了两个！

新厂房、新设备、新目标。“肉眼看碳花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郭佳宁把自己当成了新人，一切从头学起。为了钻透国
外钢厂开发的“全三脱”（脱硫、脱磷、脱碳）炼钢技术，他和班
组里的老师傅、年轻人一起反复试验，“突击”大半年吃透炼
钢新工艺。在主控室里，数十张大屏幕直播着生产现场的每
一幅画面。忍受高温炙烤的作业方式已成历史，如今系统已
能远程监控操作全部生产流程，真正实现“一键炼钢”。

“首钢搬迁曹妃甸，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异地迁建，而是一
次‘脱胎换骨’的产业革命！”首钢京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以
搬迁为契机，首钢发展迎来海阔天空的新机遇。

“蝉翼钢”秀出硬核实力

本报记者 潘福达

首钢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疏解拉开大幕。站在新的历
史节点，首钢以引领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进一步
加快产业升级的探索。

搬迁之前，老首钢主打的产品是“面条”加“裤腰
带”，也就是螺纹钢和盘条钢。这种钢材生产工艺相对
简单，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是很强。而在搬迁之后，经
过十余年的科研攻关，首钢京唐已经拥有汽车板、镀锡
板等“拳头”产品。

走进首钢京唐生产现场，炼钢、冷轧等一道道工序有
条不紊地进行，厚度堪比普通A4纸的钢材源源不断生产
出来，最薄的只有0.07毫米。这就是首钢人引以为傲的新
名片——蝉翼钢。

薄如蝉翼、光似镜面的蝉翼钢，又被称作“5G钢”，主
要用于5G基站信号接收器、信号发射滤波器、集成电路板
的制造。

“历经 3 年攻关科研，我们一直在突破极限，让宽幅
‘蝉翼钢’的厚度从0.11毫米降到了0.07毫米，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首钢京唐公司镀锡板事业部副部长莫志英自豪
地说。

10年前，他从另一家知名钢厂辞职，来到了曹妃甸“另
起炉灶”。在他看来，这里是最适合钢铁工人发挥聪明才
智的“梦工厂”，他下定决心要在新岗位上做出一番事业。
那时，很多企业都反馈高端超薄钢材“蝉翼钢”需求量大，
国外进口产品价格高昂，希望能用上国产钢材。巨大的市
场需求和技术挑战，摆在了莫志英团队的面前。

蝉翼钢极薄极宽的特性，对生产工艺要求极高，钢质
纯净度、厚度、张力控制的轻微波动，都可能导致断带或褶
皱。作为“蝉翼钢”全流程研发、生产的负责人，莫志英必
须对炼钢、热轧、冷轧等各个主流程的300多个小工序、上
千个质量控制点尽在掌握。

“哪怕降低 0.01毫米的厚度都非常困难，需要所有生
产部门协同努力。”莫志英对此深有体会。在炼钢环节，首
钢京唐炼钢转炉全炉碳氧积（衡量钢水洁净度的关键指
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先生产出 230毫米厚、宽度 1米的
纯净板坯。到了热轧和冷轧工序，板坯在多次轧制、退火
中逐渐变薄。去年 2 月，首钢“蝉翼钢”厚度成功下探至
0.07毫米极薄规格，标志着首钢京唐高端产品制造能力再
上新台阶。

这种新型板材上市后受到国内外新能源车企、通信企
业、食品企业的青睐，订单如雪片般飞来。“蝉翼钢”产品还
成功进入文创领域，先后被制成北京冬奥会主题明信片和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长城颂》明信片。在
今年 5月 21日联合国设立的第四届“国际茶日”上，“蝉翼
钢”制成的艺术茶罐文创产品登上国际舞台，被作为官方
礼品赠送世界各国嘉宾。

从一座厂到一座城

首钢京唐1号高炉炉长范小斌：

首钢搬迁带来人生新机遇
本报记者 潘福达

9年来，北京自觉把首都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大局，牢牢抓住疏解非首都功
能这个“牛鼻子”，在京津冀协同联动中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继首钢搬迁后，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 3000家，疏解提升
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疏存量的同时，北京从源头上严控非
首都功能增量，修订实施新版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累计不予办理新设
立或变更登记业务超2.44万件。

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北京的“减法”换来高质量发展的“加法”。
2014年以来，北京科技、商务、文化等高精尖产业新设市场主体占比由40%提升至
2022年的65.6%；累计建设提升便民商业网点近6000个；利用拆违腾退土地实施

“留白增绿”8500多公顷。2021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
30.1%。在精选“菜心”的过程中，北京突出高端领域、关键环节，培育出新一代信
息技术（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医药健康、
智能装备、人工智能、节能环保、集成电路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经过多年协同发展，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已经具备一定基础。2021年，北
京企业对“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投资次数分别是2015年的2.4倍、2.2倍、2.1
倍，三个圈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万亿元，占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4
成。未来，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支撑下，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将加快构建。

亲历者说

在疏解中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潘福达

协同示范

曹妃甸的临海港口为首钢京唐公司提供了原料和成品的运输通道曹妃甸的临海港口为首钢京唐公司提供了原料和成品的运输通道。。
（（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 邓伟邓伟//摄摄

首钢京唐公司全景首钢京唐公司全景

唐山市曹妃甸区首钢京唐公司厂内的生产线唐山市曹妃甸区首钢京唐公司厂内的生产线。。
（（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 和冠欣和冠欣//摄摄

截至目前，首钢已安置北京地区停产职工4500余人，招收高校毕
业生5400人左右落户曹妃甸，带动上下游相关服务业将近2万人就业。

2005年10月首钢京唐钢铁公司宣告成立。

2008年 1月首钢宣布北京地区涉钢产业
压产400万吨工作正式启动。

2009年5月首钢京唐钢铁公司1号高炉开炉，标志着首钢
京唐钢铁公司项目开始试生产。

2010年底，以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曹妃
甸首钢京唐钢铁公司一期第二步工程投产为标志，首钢搬迁
调整的历史性任务基本完成。

2015年，首钢与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组建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示范区开发建设主体。

2019年8月，首钢京唐公司二期一步工程全面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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