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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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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运

动员从山巅疾速而下，最快时速可达

140 公里，稍有闪失就可能发生严重

损伤。 2018 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北

京协和医院等十几家医院抽调 72 名

医护人员，组建“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

障梦之队”。

国际雪联规定，赛时一旦发生事

故，医务工作者必须在 4 分钟内赶到

现场，以最快速度完成对伤员的评估、

急救和转运。时间短、赛道险，滑雪医

生只能依靠脚下的滑雪板，“要把滑雪

练到跟平时走路一样。”

在 极 端 条 件 下 救 治 伤 员 可 不 轻

松。为了提高滑行精度、缩短救援时

间，队员们要重复一个个动作以形成

肌肉记忆。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平

时胸有成竹的操作，在赛道上也遇到

新的挑战：顶着严寒，趴跪着保持平

衡，还要做出精确动作。日复一日背

着 15 公斤的救援装备，在林间雪地训

练，摔倒、受伤是常有的事。 72 名队

员没一个人掉链子。

“竞赛会有意外，但医疗保障工作

绝不能有意外！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

滑雪医生一定能做得更好！”孙旭说。

滑雪医生孙旭——

练过硬本领，强医疗保障
本报记者 李 洋

进入雪季，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

河北崇礼各大滑雪场。滑雪教练卢永

帅每天有一半时间要“泡”在滑雪场。

卢永帅在崇礼长大。1996 年，家

乡第一家滑雪场塞北滑雪场开业，他跟

着爷爷步行翻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

雪道，崭新的雪具、飞驰而过的滑雪者，

让他大开眼界。20多年过去，如今的崇

礼已经拥有 7 家大型滑雪场、169 条雪

道。卢永帅也成为一名专业滑雪教练，

还考取滑雪培训和户外救援资格证书，

在滑雪场找到自己的舞台。

令卢永帅印象深刻的是，早年间来

滑雪的游客多来自南方，只是图个新鲜，

想看看雪。如今，有滑雪基础的人越

来越多，来学滑雪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滑 雪 产 业 正 在 改 变 崇 礼 人 的 生

活。这座约 13万人口的小城，有近 1/4
的 人 从 事 相 关 工 作 。 2018—2019 雪

季，崇礼实现旅游收入 20.5 亿元。

冬奥梦串起每个人的梦想。卢永

帅开始学习英语，既为赛时更好地服务

更多的朋友，也为将来能有机会走出

去，在更大的天地里学知识、长见识。

滑雪教练卢永帅——

走进滑雪场，追寻冬奥梦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冬奥场馆赛后如何运营、利用？

如何让冬奥会给大家带来积极改变？

这些问题萦绕在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

划部遗产管理处处长刘兴华脑海中。

“我们和国际奥委会共同开发了

场馆赛后利用的通用模板，如场馆建

设要做好哪些规划，赛事活动如何利

用等。国际奥委会还把这套模板推广

到了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筹办

中。”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 2017 年成

立遗产管理处，国际奥委会的任务清

单甚至已经写到了 2027 年。

奥运遗产工作不是奥运会结束之

后才启动吗？“实际上，遗产工作更需

要提前统筹规划，所有筹办工作从设

计之初就要融入遗产管理理念，要超

前谋划赛后利用。”对外联络国际奥委

会制定计划，对内统筹协调北京冬奥

组委各部门、两地三赛区各单位承担

相关任务，自从成立以来，遗产管理处

就有忙不完的邮件、电话和会议。刘

兴华说：“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我们的

任务更重，其中主要一项就是开展奥

运遗产宣传，讲解奥运遗产成果。”

“在整个筹办过程中，我们都将在

幕 后 工 作 ，不 会 接 触 到 观 众 和 运 动

员。”但刘兴华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工作，“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点努力，

冬奥会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幸福感和获

得感！”

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刘兴华——

以饱满热情，在幕后奉献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都体育

馆等冰上项目场馆日前完成首次制

冰。采用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

技术，制冰速度快、冰面温度均匀、制

冰效果良好。研发和制作这种冰面

的，就是制冰师王博及其团队。

王博进入冰雪产业有 10年左

右，主要从事室内冰雪场馆相关设

备设施工作。“让新技术服务于冰

雪运动，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二

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是当

前冬季运动场馆最先进制冰技术之一，

相比传统制冷系统，综合能耗可节约

40%以上。王博相信，落实“绿色办奥”

理念，这项技术是上佳选择。

为此，王博和同事经历了数年的攻

关：研究历届冬奥会的制冷系统，多次

到国内外冰雪赛事现场交流调研，并与

设计院、场地单位的专家反复进行论

证。2018年，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

技术终于得到国际奥委会认证。

“用二氧化碳制冷，冰面温度均匀

性好，冰面温差在 0.5 摄氏度以内，优

质的冰面能让运动员有更出色的发

挥。”王博说。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历史

上首次大规模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的

奥运会，他感到十分骄傲：“希望我们

做的这块冰面能帮助运动健儿夺冠。”

制冰师王博——

愿这块冰面，助健儿夺冠
本报记者 范佳元

“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我们要只

争朝夕、拼尽全力，努力展现中国运动

员风采，实现成绩突破。”雪车运动员

邵奕俊道出了中国冰雪健儿的心声。

在北京延庆，中国雪车队正紧锣

密鼓进行训练。每一次推车、每一次

滑行，队员都专注认真。 2015 年，中

国第一支雪车队建立起来，有多年铅

球训练基础的邵奕俊在那时进入队

伍。最初接触这项运动，翻车是“家常

便饭”。四人雪车比赛的最高时速约

130 公里，一次次翻车留下累累伤痕，

这曾让邵奕俊感到彷徨，却从未使他

和队友退却。

近几年，中国雪车队不断迈出“第

一步”：2017 年，建队仅一年多就获得

世锦赛参赛资格；2018 年，中国雪车

运 动 员 首 次 亮 相 冬 奥 会 赛 场 ；2019
年，中国队在世锦赛男子四人车项目

上历史性地获得第十四名……

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中

国雪车队经历了从无到有，正在实现

由弱到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惧

困难，队员们展现的精神品质，也是中

国冰雪健儿身上的共同标志。邵奕俊

说：“祖国越来越强大，以前不敢想的

事都实现了。虽然雪车项目起步晚，

但我们会用拼搏和汗水，追逐梦想。”

雪车运动员邵奕俊——

滑行多一次，目标近一步
本报记者 季 芳

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
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
盛会。这份庄严承诺，随
着冬奥脚步的临近，更加
清晰、更加坚定、更为自信

还有一年时间，奥运圣火将再度

点亮北京的夜空。

北 京 ，奥 运 史 上 首 个“ 双 奥 之

城”。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

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这份庄严承诺，

随着冬奥脚步的临近，更加清晰、更加

坚定、更为自信。

从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应用世界

先进环保制冰技术，到首都体育馆以

高科技声光电打造出“最美的冰”；从

崇礼跳台滑雪中心传递中国传统之美

的“雪如意”，到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建成的世界上首条 360 度赛道，无

不闪耀着自主创新的光彩，凝聚起奋

斗以成的豪情。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

“这些场馆是中国建筑工艺的精美艺术

品，为世界顶尖运动员提供了最好的条

件。”“尽管受疫情影响，冬奥筹备工作

进展十分顺利，这几乎就是奇迹！”

奇迹从何而来？党的领导和举国

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

是“中国之治”在冬奥舞台上写下的最

新注脚。

筹办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一项系统

工程。作为国际顶级赛事，冬奥会的场

馆设施、赛事运行，以及相配套的一系列

辅助支撑，具有特别的技术含量和难度

体系。以“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

求，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注入中国力量，这份底气正从容彰显。

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更是

一盘大棋。“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增添了强劲

动力；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作用，

助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增强对河

北、天津的辐射带动作用，“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正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坐标系中主动对接新发

展理念，推动着“冬奥红利”惠及千家

万户的生活。

百年时光闪回，尤为令人感慨。

从当年时速 35 公里的京张铁路到如

今时速 350 公里的京张高铁，从当年

爱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的

八达岭线路到今天“大”字形的立体交

通，一条通向冬奥的高铁，也是一趟驶

向美好未来的幸福快车。窗外，正拉

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时代画卷。

“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

们敢去想，而且想了就能去做，做了就

能做成。”

还有一年时间。冬奥之约，铸就

中国之诺。时光不负奋斗者，加油！

冬奥之约 中国之诺
薛 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