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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基层体育赛
事不仅能提高乡村体
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
还能引领更多人养成
体育锻炼的习惯

在 两 名 球 员 的 包 夹 下 左 突 右

奔，随后上篮得分！篮球赛结束前

最后几秒，一名球员在队友的帮助

下，为球队锁定胜利。刹那间，场边的

观众，刚才或蹲着或坐着或站着的，

都跳了起来，为精彩的比赛喝彩。

7 天 53 场比赛，有专业裁判执

裁，有球员从外地赶回来……俨然

专业赛事的架势，但比赛举办地就

在农村集市的小广场上。日前，宁

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的一场乡村篮球

赛，有来自附近 5 个县区的 21 支球

队参赛，现场热闹非凡。

这些年，随着农村体育设施的

完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参

加体育锻炼的热情高涨，乡村的体

育赛事也逐渐多了起来。前不久，

甘肃临夏首届农民篮球赛刚落幕，

南龙镇四家咀村队欣喜地接过冠军

奖牌；在海南三亚村级排球赛上，下

班收工的村民叫上放假的儿子，父

子组团上阵。体育为乡村美好生活

增色，家门口办赛，村民就近参赛，

大伙儿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增进了

情感。

赛场上一个个精彩画面，赛场

下一串串漂亮的数据，让人不禁感叹乡村体育赛事的

魅力。对推进乡村体育发展来说，在农村体育设施逐

渐完善后，接续举办好基层体育赛事非常重要。办好

赛事不仅能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还能引领更

多人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如何把乡村体育赛事办

好？红寺堡区乡村篮球赛的经验值得借鉴：从群众喜

爱的运动项目出发，在当地政府和体育部门指导下，鼓

励周边地区参与进来。

激发乡村体育活力，办好基层体育赛事，不仅能让

乡亲们感受体育运动的乐趣，增强身体素质，还能让乡

亲们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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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
列测试活动冰上项目测试正
在北京进行，此次测试活动也
将对绿电供应及保障环节进
行检验。来自张北地区的风
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
能源产生的绿电在延庆汇聚
并输入北京电网，为冬奥场馆
的“绿色运行”提供保障。

“ 冰 丝 带 ”流 光 溢 彩 、“ 冰 立 方 ”晶 莹 剔

透。4 月上旬，“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

试活动冰上项目测试在北京赛区的 5 座场馆

紧锣密鼓地进行。从制冰到照明，各个环节

的运行须臾离不开电力。

在北京延庆，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

电网示范工程（以下称“张北柔直工程”）北

京换流站也在不间断工作。来自张北地区

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产生

的绿电在这里汇聚并输入北京电网，为冬奥

场馆的“绿色运行”提供保障。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 100%实

现绿电供应，这在奥运史上尚属首次。”北京

冬奥组委副秘书长、北京冬奥会电力工作协

调小组组长徐志军说，此次冰上项目测试活

动也将对绿电供应及保障环节进行测试与

检验，为赛时绿电可靠运行提供参考。

工程采用多项先进技术

2020 年 6 月 29 日，张北柔直工程正式投

入使用，源自张家口的绿色电力开始源源不

断地进入北京电网。冬奥场馆绿电运行迈

出关键性一步。

张北地区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储量巨大，但此前由于电

网结构薄弱，清洁能源利用率并不高。张北

柔直工程的成功运行，将张家口地区上百家

风 电 场 、数 千 家 光 伏 电 站 连 成 一 个 有 机 整

体，并成功“上网”，实现了绿电的全部接入、

消纳和输送。

“ 这 项 工 程 采 用 了 12 项 世 界 领 先 的 技

术，可以有效地平衡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

对电网的冲击，把它们转化成生产生活可以

利用的稳定能源。”徐志军表示，柔性直流输

电相当于在电力系统中接入了一个可以控

制的“泵”，来实现电力的平稳运行。

什么是电网的“柔性”？以“靠天吃饭”

的风电为例，风大时电力供应足，但需求端

不见得能充分消化；风小时供应弱，但需求

端也许正处在用电高峰期。供应与需求的

匹配是个难题，“柔性”则意味着实现了可控

可调节。

张北建立了风光储输一体化装置，丰宁

则建设了抽水蓄能电站，在整个电站中发挥

着“蓄水池”的作用。当电力供应富裕充沛

之时，用它们储能，当电力紧缺时，让它们及

时补充电网。这些创新技术和设施确保了

绿色电力的平稳、充足供应。

打通电力生产交易各环节

北 京 延 庆 官 厅 水 库 周 边 ，风 车 林 立 。

2007 年建成的官厅风电场，实现了北京市风

力发电零的突破。如今，以筹办冬奥会为契

机，新能源大规模安全并网、输送及消纳逐

步探索出新路径，成为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

实现绿电供应的底气所在。

努 力 实 现 奥 运 场 馆 零 碳 运 行 ，是 坚 持

“绿 色 办 奥 ”的 重 要 举 措 之 一 。 为 此 ，北 京

冬 奥 会 电 力 协 调 小 组 创 新 性 地 提 出 了“ 发

电企业供应绿电、电力平台交易绿电、冬奥

场馆全部使用绿电”的思路和方案，旨在打

通 电 力 生 产 、交 易 、使 用 各 环 节 ，形 成 长 效

机制。

2018 年 8 月，北京冬奥会电力协调小组

提出了冬奥场馆绿电交易实施方案，倡导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同年 11 月，《京津冀绿色

电力市场化交易规则（试行）》印发，将冬奥

场馆纳入优先参与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的

电力用户。

北京市和河北省分别出台了冬奥用户

绿 电 交 易 规 则 ，国 家 电 网 电 力 交 易 中 心 也

建立了冬奥会场馆绿电交易组织流程。同

时 ，以 北 京 能 源 集 团 为 代 表 的 国 内 多 家 清

洁能源发电企业主动提出为冬奥会提供绿

电 额 度 ，并 降 低 发 电 利 润 为 冬 奥 会 贡 献

资源。

从发电、输电、用电到电力交易组织等

各方面的创新求变、紧密配合，理顺了机制，

奠定了北京冬奥会绿电供应的基石。

“我们在清洁能源消纳与直供方面都进

行了有益的尝试，不仅将实现从赛会筹办到

赛会结束全周期的清洁能源供应，也将为更

多领域的绿色高质量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徐志军说。

探索清洁能源开发新路径

2019 年 1 月 30 日，北京冬奥会场馆“绿

电交易”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冬奥场馆已

累 计 达 成 总 交 易 电 量 3.18 亿 千 瓦 时 ，减 少

标 煤 燃 烧 10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25 万 吨 。

在 实 现 绿 色 低 碳 、节 能 减 排 等 方 面 成 效

显著。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

席胡安·安·萨马兰奇对此高度评价：“场馆

清洁能源的使用在以往的奥运会中有所体

现，但北京冬奥会实现全部场馆由城市绿色

电网全覆盖，这在奥运史上还属首次。”他表

示，北京冬奥会将是第一个实现“全绿色”的

奥运会，对举办地乃至更广范围内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标杆作用。

冬奥场馆实现绿电供应，是我国兑现申

办承诺的具体措施，也展示出我国履行低碳

减排承诺、实现绿色发展的努力与成果。“这

一举措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

能源共享发展新路径，有着积极的引领和示

范作用。”徐志军说。

“用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这句诗意

表达在冬奥场馆中已成为现实。冬奥绿电

不仅推动着我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实现突

破，也为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助力清洁能源

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借鉴。

据估算，张北柔直工程每年可向北京地

区输送清洁电量约 225 亿千瓦时，大约相当

于北京市年用电量的 1/10，折合每年节约标

煤 78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040 万吨。与此

同时，张北新能源基地、丰宁储能电源与北

京负荷中心实现了隔空“牵手”，推动多种形

态能源的互补和灵活消纳。

“以筹办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我国清洁

能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有 了 新 的

探 索 。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将 充

分发挥冬奥会的示范效应，

实 现 冬 奥 筹 办 与 本 地 发 展

互促共赢。”徐志军说。

2022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100%实现绿电供应

绿电保运行 场馆添魅力
本报记者 季 芳 刘硕阳

本报杭州 4 月 7 日电 （记 者李中文、窦瀚洋）杭 州

2022 年亚运会、亚残运会重要标志组合使用及拓展设计 6
日通过线上发布。

据悉，重要标志组合使用及拓展设计是亚运会、亚残运

会视觉形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重要标志组合使用项目

侧重于从整体上对会徽、主题口号、吉祥物、体育图标等重

要视觉元素规范中存在缺漏项及不适用的情形进行优化升

级，拓展设计项目侧重于从产品端实际需求出发，对会徽、

主题口号、吉祥物、体育图标、场馆图形、文化遗产、数字媒

体等重要视觉元素进行造型、颜色、设计语言等多方面的多

元化艺术再创作与衍生。

该重要标志组合使用及拓展设计秉持“中国特色、浙江

风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目标，以灵动新锐的设计理念，

紧扣当今设计流行趋势，进一步展示了杭州亚运会、亚残运

会重要视觉标志所蕴含的城市特色、亚运风采。

拓展设计部分还融合了中国文化、杭州城市、竞技体育等

元素，从本土化、江南韵等多角度来探索多领域、多风格的时

尚设计，以呈现更为国际化、艺术化的效果。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重要标志组合使用及拓展设计

项目由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副教

授郑朝领衔完成。郑朝介绍，该设计方案可广泛应用于

特许商品、衍生产品、宣传品印制等，为大众提供更多元、

更具趣味性和交互性的产品，向世界展示富有魅力的杭

州亚运特色。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重要标志

组合使用及拓展设计发布

本报北京 4月 7日电 （记者陈晨曦）7 日，中国女足公

布了东京奥运会预选赛中国女足和韩国女足附加赛的 20
人大名单。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表示，

希望通过出色发挥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

中国女足和韩国女足的首回合较量将于 8 日下午在韩

国高阳体育场进行。13 日，两队将在中国苏州进行第二回

合 的 较 量 。 两 回 合 比 赛 的 胜 者 将 获 得 东 京 奥 运 会 参 赛

资格。

中国队女足名单如下，门将：朱钰、彭诗梦、丁旋；后卫：

李梦雯、林宇萍、娄佳慧、吴海燕、王晓雪、罗桂平；中场：张

馨、马君、姚伟、姚凌薇、李晴潼、沈梦雨；前锋：王霜、肖裕

仪、王珊珊、杨曼、唐佳丽。

贾秀全认为，从近 10 年中国女足和韩国女足在亚足联

的排名来看，两队实力在伯仲之间，各有各的特点。“在我担

任主教练后，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有两次交手的机会，虽然

在 2019 年梅州四国赛上我们以 1∶0 小胜，但是当时韩国女足

给我以很深的印象，韩国女足在亚洲是一支强队。”

双方的首回合比赛将允许球迷入场。贾秀全认为，有

球迷到球场对球员来说是一种鞭策，相信球迷的出现会让

女足姑娘们发挥得更好。

在此前举行的韩国队新闻发布会上，韩国女足主帅科

林·贝尔表示：“在这样高强度的比赛中，我们的重点是稳固

防守。我们有 3 名球员在英超踢球，虽然一年没见到她们，

但她们融入得很好，我们会利用她们的经验。”

中国女足公布奥运预选赛

对阵韩国女足20人大名单

本版责编：塔怀旸 唐天奕 高 佶

4 月 5 日，在位于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淳 安 县 的

2022 年 杭 州 亚 运 会 场

地自行车馆工地，工人

正在紧张施工，确保场

馆建设按期完成。

王建才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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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2019 年 5 月 8 日，工人在张北

可 再 生 能 源 柔 性 直 流 电 网 康 保 换 流 站

施工。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走向冬奥R


四方的角，灰黄的墙，矗立在北京三环内

的首都体育馆，还保留着上世纪 60 年代的建

筑风貌。为服务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首都体

育馆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并于近日举行的

“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中亮相。

1968年落成的首都体育馆，是新中国成立

后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馆。从第一届

乒乓球亚锦赛到北京奥运会排球比赛，这座体

育馆承载了新中国体育史上的许多闪光时刻，

不少体育迷对在这里看过的比赛记忆犹新。

此番场馆改造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外

观上延续经典，内部焕然一新。首都体育馆

场馆（群）运行团队主任丁东总结了改造特

点：“老场馆，新变化，高科技。”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和短道速

滑这两项备受瞩目的比赛将在首都体育馆举

行。为了呈现完美的比赛效果，馆内配备了

一流的灯光照明、音响和综合视频显示系统，

以满足现场观赛和高清转播需求。

将视线从冰面转移至场馆顶棚，会发现

一块 1360 平方米的“天幕”，这是首都体育馆

改造中的亮点之一。在花样滑冰比赛后进行

的表演滑上，它将给观众带来惊喜。

“想象一下，当场上的照明灯光全部熄

灭，场地四角的激光投影仪将画面投射到顶

部的‘天幕’上，配合东、西两个端屏和四周环

屏 ，与 舞 台 中 央 的 表 演 形 成 360 度 联 动 展

示。”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基建办

副主任王叶说。

得益于空调、通风、除湿和暖气 4 个系统

的协调运行，场馆内温度控制在 16 摄氏度左

右，相对湿度约为 35%，风速小于 0.2 米/秒，

保持恒温恒湿。首都体育馆志愿者、北京建筑

大学教师王文欣每天在馆内工作，穿着单衣

也不觉得冷。“相信温暖的首体会给观众带来

舒适的体验。”他感慨道。

据了解，本次改造中，首都体育馆还将座

席数量由原来的 1.8 万座减少至 1.5 万座，但

增加了观众座椅的宽度，提高了舒适性。值

得一提的是，普通观众席间新增了 80 个无障

碍观众座席，一张门票可供残疾人和陪同人

员两人使用。

“虽说首体是一个老馆，但与现代化的新

场馆相比，在一些方面还有

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我们将

努力让首体焕发新活力，给

体 育 迷 带 来 更 多 精 彩 。”王

叶说。

老场馆 新变化 高科技

首都体育馆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孙龙飞 郑 轶 季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