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工人体育场， 半部新中国体育史。
工体在新中国体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过
程中， 始终处于时代引领的地位。

1958年 ，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 ，
被称为北京城市建设第一个里程碑的 “十
大建筑” 破土动工， 北京工人体育场便是
其中之一。 虽然现在工体以及周边地区属
于闹市区， 但在60余年前， 这里还是北京
的东郊 ， 周围一片荒凉 ， 大的苇坑就有9
个， 小的苇坑有几十个。 就是在这一片片
的苇塘上， 老一辈建设者手拉肩扛、 日夜
奋战， 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便建成了这
座崭新的体育场， 堪称奇迹。

“我的父亲是当时工体的建设者之一。
那时候， 经常听他讲， 工友们没有人喊苦
的， 那是一股精神， 就为了把国家建设好。
今天， 我有幸再次踏进新落成的工人体育
场， 特别高兴， 也要感谢新老建设者们的
付出。” 作为1958年工人体育场建设者后代
的马俐， 看到 “新工体” 的亮相， 想起了
当年父辈参建 “老工体” 的岁月。

当年建设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占地35公
顷， 运动场有24个大看台， 能容纳8万名观
众 ， 几乎相当于当时全市各体育场 （馆 ）
看台容纳观众人数的总和， 比扩建前的先
农坛体育场 （新中国成立前修建的全市唯

一的体育场） 大10倍多， 是当时全国最大
的综合性体育场。 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
个大型体育建筑， 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体
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 竣工后十余天 ，
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承接了第一届全国运动
会。 自此， 工体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正如在 “你好， 新工体” 亮相活动上
主持人白岩松所说： “工体就像一台录像
机， 记录了一个又一个体育的历史时刻。”
建成以来， 工体可以说是见证了新中国体
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这里曾连续承接过五
届全国运动会 ； 先后承接第11届亚运会 、
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第13届亚洲杯
足球赛以及第29届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
赛事； 此外， 还承接大量国际、 国内商业
足球比赛， 是展示中国体育的大舞台， 也
是国际体育友好交往的一座桥梁。 1994年
后， 工人体育场一直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
部的主场 ， 让这里成为了球迷们心中的
“足球殿堂”。

虽然工体是为举行体育赛事而建， 但
它的作用不止于此。 一直以来， 工体都是
首都职工群众体育运动的大本营。 在此必
须要提及的是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 （以
下简称 “工体中心”）， 它伴随着工体的落
成而生 ， 是北京市总工会直属事业单位 ，
负责管理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两大主

建筑。 自1959年至今， 在六十余载的历史
长河里， 工体中心在北京市总工会的正确
领导下， 在北京市体育局的指导下， 为首
都工会会员、 首都职工和市民群众提供了
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的文体服务。 1988年，
全市首届职工运动会在这里举办。 春节环
城赛跑、 春季长跑比赛等众多有影响力的
群众体育赛事经常以工体为起点和终点。

尤其是近些年来， 工体中心策划组织
了一系列职工体育精品赛事， 包括举办系
列职工体育赛事、 进行职工体育骨干队伍
培训、 组织职工科学健身讲座、 开展职工
普惠服务活动等。 工体篮球公园、 “千米
健步走廊” 向市民群众定期或长期免费开
放。 工体还建成全市首个职工体质检测示
范站， 广大职工持北京工会会员互助服务
卡便可享受免费体质检测评估。

工体中心职工体育发展部部长孟昭飞
介绍说 ， 工体中心举办的职工体育赛事 ，
涵盖了足球、 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拔
河、 工间操、 体质锻炼达标测试等多个项
目类别。 其中， “工体杯” 首都职工足球
系列活动、 “工体杯” 首都职工篮球系列
活动、 北京市职工 “和谐杯” 乒乓球比赛、
“通达杯” 首都职工拔河比赛、 “互助保障
杯 ” 首都职工健身操舞 （自创编工间操 ）
交流展示活动等， 在全市乃至更大范围内
颇具影响力。 2011年至2020年， 多个品牌
职工赛事活动从萌芽到壮大直至渐成体系，
已经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首
都职工体育赛事矩阵， 服务首都职工80余
万人次。

“很多职工选手都曾说起， 比赛的胜
负对他们并不重要， 他们参赛的原因之一，
是为了感受工体这座国际一流体育场地的
氛围。” 孟昭飞以 “工体杯” 首都职工足球
系列活动为例介绍道， 当时很多参赛职工
会亲切地称呼其为 “职工界的世界杯”， 由
此可见这项赛事在广大职工心目中的地位。

除举办职工体育赛事以外， 工体中心
还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连续多年开展 “五
一 ” 健身大操场活动 ， 活动以 “我劳动 、
我健康 、 我快乐 ” “中国梦·劳动创造幸
福” “中国梦·劳动美” 等为主题， 面向广
大职工群众全面开放场馆健身资源， 服务
首都职工150余万人次， 在倡导科学健身、
健康生活理念的同时，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职工刘
女士回忆说： “我参加过市总工会举办的
五一假日系列活动， 是约着同事一起带着
孩子到工体， 活动项目丰富又有趣， 而且
还不收费， 非常开心。”

近些年来， 为引领带动更多职工参与
到体育活动中， 工体中心在市总工会领导
下， 积极开展职工体育人才培训工作， 为
职工体育工作的普遍开展和整体提高奠定
坚实的人才基础。 据介绍， 通过系列培训，
已累计服务首都职工30余万人次。 “我们
连续举办了社会体育指导员、 各类运动项
目裁判员、 教练员等培训班， 学员们在我
们这里接受培训后， 当返回各自工作岗位
时， 可以把所学运动知识传递给身边的职
工 ， 这样就能够以点带面使更多职工受
益。”

值得一提的是， 工体中心依托首都职
工体质促进中心， 持续开展面向首都广大
职工的体质检测服务， 通过体质检测评价
职工身体状况， 提出运动、 饮食等健康处
方， 科学指导职工体育锻炼， 增强职工群
众的体质。 目前已直接服务首都职工10余
万人次。

“没想到 ， 我脊柱功能出现了问题 ，
颈部左侧弯曲不畅， 回去得加强运动了！”
有一次， 某高校体育学院的蔡老师到工体
参观学习， 自以为身体十分健康的他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体测。 出乎他的预料，
在内脏脂肪测试中， 他被测出皮下脂肪偏
高， 需要减肥； 在脊柱测试时， 发现他颈
部肌肉有些僵硬， 平背现象严重。 “蔡老
师的平背是因为他前胸后背肌肉群力量不
等、 胸肌力量欠发达导致。 在跟他闲聊中
发现， 虽然他锻炼机会多， 但是由于长期
伏案办公， 导致腹部脂肪堆积、 颈部肌肉
僵硬 。” 最终工体工作人员给蔡老师开出
“加强肌肉训练， 多进行俯卧撑、 仰卧飞鸟
等训练” 的运动处方。

近年来， 工体中心还坚持开展 “送服
务到基层” 活动， 持续为基层职工体育事
业 “充能量”。 在为基层工会提供体育活动
策划、 体育运动培训等服务的同时， 还利
用工体场地设施资源， 承办了一系列基层
工会体育活动， 例如趣味运动会、 职工健
身操舞展示、 职工乒羽交流赛等， 以此为
基层工会丰富职工体育文化生活提供了全
面周到的配套服务。 目前已服务首都职工
30余万人次。

2020年 ， 工体开始实施保护性复建 。
如今， 经过历时两年多的改造复建， 工体
华丽变身归来 。 国际主流的看台碗设计 、
世界一流的声光电设施 、 对标世界杯球
场的屏幕呈现、 世界顶级的草坪系统……
国内首批、 首都首座国际标准的专业足球
场———在万众期待中 ， 4月15日 ， “新工
体” 以 “传统外观、 现代场馆” 的样貌正
式回归。

记者从工体的北门进入， 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完整的主体结构的外形， 可以看到
端庄典雅的气质， 外立面的形式、 椭圆形
造型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顺着北门一路
进来便来到了24号门， 对应的是24号看台。
“这里是工体举行各类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
进出口， 在这次改造复建的过程中， 实际

上也是对这片区域前面北大厅的位置进
行了加高和加宽的设计， 市民群众来这里
看球， 从这里进入场地会更加有仪式感。”
工人体育场场长张昊介绍说， 当然对于一
个 足 球 场 ， 草 皮 都 是 最 核 心 的 组 成 部
分 。 “新工体” 也不例外， 记者感受了一
下， 草皮非常的平整和柔软。 “新铺设的
草皮对标的是世界杯和欧洲五大联赛这
样 顶 级 赛 事 的标准 ， 所以感受非常不一
样。 此外， 球场新增的罩棚具备遮阳、 照
明、 给排水、 融雪、 光伏发电和吸声降噪
等六大功能， 不仅增强了场内的拢音效果，
同时提升了新工体极端天气下办赛能力和
观赛体验。” 张昊表示。

除硬件功能上的升级， 在服务理念和
软件配套上 ， “新工体 ” 也做好了准备 。
工体中心主任孙立冬告诉记者， 直至今日，
“新工体” 完成了由综合性体育场向专业足
球场的转变。 它将以球场为核心， 以公共
空间、 商业空间和数字空间为载体， 创新
文体产业消费模式， 打造高品质商旅文体
综合体 ， 形成北京城市地标 、 文体名片 、
活力中心， 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回到大众生
活中。

孙立冬介绍， “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复
建， 其实是回归初心， 不仅是回归体育场
建设的初心， 也是回归公益服务大众体育
运动的初心。” 2013年工体就确立了以 “公
益” 为目的的发展方向。 当年11月， 11个
国标乒乓球台子、 3个篮球标准场、 4个篮
球半场悄然出现在工体北门的东北角， 工
体中心还为锻炼的市民铺设了专业的丙烯
酸地面， 架设了十多盏夜光灯。 同时， 在
工人体育场内， 有两块五人制足球的小运
动场。 在工人体育场外围， 还有一条千米
健步走廊……

党的二十大指出， 要 “促进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面向未来， “新工
体” 除了服务保障国家和北京市交办的重
大体育赛事之外， 还将以职工群众和基层
工会的多元化需求为导向， 进一步加强阵
地建设， 继续围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促进群众足球和群众体育全面发展这条主
线， 实现职工体育、 运动健康、 文化演出、
休闲娱乐等多业态共融的新发展格局。 工
体园区亦将成为首都职工群众体育文化活
动的城市开放空间， 为服务首都职工体育
工作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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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群众体育运动健身的“乐园”

北京城市新地标、文体名片、活力中心

改造复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改造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2023年首都职工工间操千人展示活动现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工体每年举办包括 “工体杯” 职工篮
球赛等在内的职工体育赛事

1959年9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
育场胜利开幕， 成为新中国竞技体育的一次全面展示和精彩亮相。

1959年10月， 在工体举行中苏匈三国足球对抗赛， 这是中国第一次
举办的高水平的国际足球赛。

1960年9月， 工体的标志性雕塑 《迎宾》， 是新中国第一个被印上邮
票的雕塑， 与其他8尊雕塑共同构成了工体特有的体育雕塑群。

1974年， 为迎接全军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 工人体育场中心田径场
铺建我国第一个试验性塑胶跑道7000平方米； 1975年塑胶跑道工程完
工， 此塑胶跑道在我国是第一次铺设和使用， 是中国第一条塑胶跑道；
1979年7月， 我国第一条聚氨脂塑胶跑道在工人体育场内正式使用。

1977年7月22日晚， 在工人体育场举办第一届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
请赛。

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在工体录制， 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走出 “1
号演播厅” 录制春晚。

1985年7月31日， 第一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 （简
称U16世少赛） 在工人体育场开幕， 这是国际足联第一次举办的世界少年
足球锦标赛， 也是迄今为止国际足联在中国举办的唯一一次世界级足球
大赛。

1990年第一届 “万宝路戴拿斯杯” 足球锦标赛于7月27日至8月3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展开激烈角逐。

1990年9月22日，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工体隆重开幕， 这是中国
第一次承办亚运会。

2000年1月27日， 中央电视台最负盛名的金牌节目 《同一首歌》 创
立， 首次演出地为北京工人体育场。

2001年8月22日， 第二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工体开幕， 这是
中国首次主办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在工体进行了足球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与半决
赛和女子足球决赛。

2014年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8月， 法国超级杯在工人体育场开赛，
这是法国超级杯诞生 19年以来首次登陆亚洲。

【链接】 工体创造过的全国第一或首次

首都职工体质促进中心在为职工检测
评估身体状况

2023年4月15日傍晚，随着6段满载着市民群众对工体珍贵记忆和美好祝福的“工字钢”拼合并拢，形成一条完整的“工字钢”，这一
刻，标志着北京工人体育场以公众熟悉而崭新的模样归来。 1959年，作为“首都工人阶级向新中国献礼工程”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建成，
成为新中国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场。 在六十余载的历史长河里，这里见证了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也承载了几代人的情感记忆。
作为经历全运会、亚运会、大运会、奥运会的重要场馆，它见证了中国体育历史上诸多荣耀时刻，也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工体经
历过哪些辉煌？ 归来的“新工体”又会呈现出哪些令人惊喜的升级变化？

为民服务

续写辉煌

第一届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历史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