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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周婷：为首钢转型更新发光发热
本刊记者     钱箐旎

当中国选手谷爱凌以 188.25

分的成绩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上夺

得金牌，更多目光也聚焦到了这

座“飞天”大跳台上。作为全世

界首例永久保留和使用的大跳台

场地，当初为何选定首钢园区？

又如何成为“活”的奥运遗产？

带着这些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

本刊采访了周婷校友。

2014 年，周婷从清华大学毕

业并取得博士学位，怀着实现首

钢老工业区凤凰涅槃的憧憬，她

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身于首钢园

改造更新，依托良好的专业积累

及八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成长

为首钢园转型发展中的中坚力量。

投身首钢园

从最初的一片沉寂，到如今

的万众瞩目，在周婷眼里，首钢

园是一个蕴藏巨大能量的地方。

毕业至今，周婷一直从事首

钢园区规划设计管理工作，全过

程参与园区各阶段的规划编制，

把控项目设计方案，在园区空间

规划设计、整体风貌统筹、现状

工业遗存梳理、生态景观格局构

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谈起首钢园区的改造规划经

历，周婷用了“十年磨一剑”来

形容。2005 年，国务院批准“首

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整

治”方案，首钢老工业区的规划

研究随之启动，并在接下来的十

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

首钢地理区位特殊、体量大、空

间特色性强，“规划”如何落地？

什么样的产业能承载这样一个区

域的发展？便是摆在首钢园区发

展进程中的难题。

题目再难，也得破解。2016

年北京冬奥组委入驻首钢园区，

自 此， 首 钢 开 始 了 与 冬 奥 的 缘

份，后与国家体育总局合作，打

造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服务

国家队训练；2017 年，冬奥会滑

雪大跳台赛事选址首钢，首钢形

成完整的“冬奥广场”功能区版

图。以冬奥为契机，北京市发布

新首钢地区三年行动计划（2019-

2021），首钢转型更新进入前所

未有的快车道。

对周婷而言，首钢园与冬奥

缘分开启，也是自己与冬奥紧密

联系的开始。在她看来，冬奥精

神有三层含义：一是拼博与坚持，

运动员不断突破自我、力争第一，

2014 届建筑学院建

筑学博士校友、高

级工程师，著有《湘

西土家族建筑演变

的适应性机制》等

学术专著和论文多

篇。毕业后投身于

首钢老工业区城市更新，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石景山区

首届“景贤人才”、首钢劳动模范等荣誉。

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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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拼博与坚持的精神；二是

开放与合作，这场国际盛事，世

界各国参与，体现出开放与合作

的姿态；三是力量与担当，疫情

背景下北京冬奥会如期举办，彰

显了我国的大国力量与担当。

在这份理解中，也有她日复

一日的奉献与坚守。“我参与了

首钢快速转型的全过程，通过发

挥自身专业能力，准确把握项目

特点，积极促成冬奥滑雪大跳台

和冬训中心选址首钢，保障地铁

M11 冬奥支线一体化设计实施，

尽我所能，为首钢转型更新发光

发热。”她说。

助力冬奥会

时 间 回 到 2014 年 10 月， 刚

毕业不久的周婷，带着满腔热情

与扎实的学术功底，投入到“首

钢园区城市风貌研究课题”的筹

备中。课题由吴良镛、何镜堂、

张锦秋、程泰宁、马国馨五位院

士领衔，联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市建院、市规院等研究机构共同

开展研究。周婷组织研究单位进

行现场勘查、文献调研，在课题

例会上与院士专家进行讨论沟通，

对阶段性成果提出修改意见，把

控课题方向和研究思路。课题研

究成果指导首钢老工业区转型建

设的同时，还争取到政府部门的

认可和关注，助推北京冬奥组委

选址及后期系列政策资源的导入。

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设计融入

了我国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壁画当中飞天的元素，也因

此备受外界关注。“大跳台运动

赛事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是第一位

的，由此要求下的大跳台场地形

态、坡度比例自然与‘飞天’契合。”

周婷表示，敦煌飞天彰显中国文

化，大跳台创新性地结合结构美

学，不仅满足比赛功能需求，更

将作为独特的景观构筑，成为全

世界首例永久保留和使用的大跳

台场地，成为“活”的奥运遗产。

据了解，周婷从前期选址规

划即亲身参与首钢滑雪大跳台项

目的设计实施，严格按照国际赛

事标准，考虑首钢园区整体风貌，

基于对园区规划、现场条件及城

市空间效果的深刻理解，周婷团

队提出选址建议并组织方案设计。

此外，在地铁 M11 冬奥支线

一体化项目中，周婷也全力以赴。

一体化工程的设计管理难度巨大，

既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考验，

技术方案上还涉及建设用地地下

空间与地铁、市政管廊、城市道

路错综交叉等困难。

只能迎难而上。周婷牵头设

计团队，自主钻研，积极对接，

把控一体化设计实施效果。最终，

地铁 M11 冬奥支线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开通试运行。新首钢国际人

才社区、城市织补创新工场项目

分别与北辛安路站、新首钢站一

体化设计实施，并在两站之间的

轨道上方实施地下慢行系统（“两

站一区间”，参见上图），有效

联系了两站地下商业动线。“两

站一区间”也成为北京地铁出入

口与地块建筑完整实现一体化设

计、实施、报审的首例案例，树

立轨道交通一体化开发创新典范。

周婷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冬

残奥会火炬手。她表示，“北京

成为双奥之城，首钢也从夏奥到

冬奥两度与奥运结缘。能成为北

京冬残奥会火炬手，我深感荣幸

和自豪；能在我熟悉的首钢园进

行火炬传递，我倍感亲切和荣耀。”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她感慨，

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首钢园一

点一滴的变化；她坚定，站在这

片自己不断奋斗和努力拼搏的土

地上面；她感恩，北京冬奥和首

钢转型能有自己的一点光与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