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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R

核心阅读

“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
测试活动冰上项目测试圆满结
束。各场馆团队充分把握测试
机会，各环节对标冬奥标准，完
善了场馆运行计划和应急预
案，达到了锻炼运行团队、磨合
工作机制的目的，积累了一线
经验。

■走向冬奥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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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赛贵在因地制
宜、量体裁衣，办赛中
做好“加减法”的过程
也是使赛事更契合地
域特色的过程

4 月 11 日，共有 8000 人参赛

的 2021 浙江桐庐半程马拉松赛

成功举办。

对一座县城而言，一项半程

马拉松赛事越办越有特色、越办

越有影响，并非易事。

有些中小城市，总想把赛事

办得“高、大、上”，但最终却往往

是“欲速则不达”。毕竟，全国各

种马拉松赛事数以千计，中小城

市办马拉松赛需找准自身定位、

合理统筹资源，才有可能把赛事

办出特色、办出影响。

为推介城市打造最适宜的赛

道、为跑者提供最得当的服务，这

是办好马拉松赛事的精髓所在。

经过几年的摸索，桐庐半程马拉

松赛在赛道调整、服务提升层面

积累了不少经验。更重要的是，

在找准推介城市需求与满足跑者参赛需求的契合点

方面，赛事主办方也做出了切实努力。比如，调整赛

道既要考虑展示城市风貌、人文风情需要，也要考虑

合理规划设计、利于跑者出成绩需要。比如，赛事安

全保障、交通管控、医疗救助、志愿服务、补给站设置

等，不一定人多、物品多就好，关键是服务赛事运行

有序、出现问题及时化解。

日渐红火的城市马拉松赛，是跑者与城市的深

层次互动。如果一座城市只是考虑推介城市，而不

考虑如何更好服务跑者，那是注定办不好赛事的。

要想把马拉松赛事办好，就要学会做“加减法”。为

了吸引更多外地跑者前来参赛且多停留两天，利用

数字化技术为跑者提供报名、领物品、线上订房等服

务，利用旅游、餐饮、住宿资源吸引跑者多走走、多转

转，都可以做“加法”。至于盲目跟风上规模、不惜成

本搞“面子工程”、不切实际邀请名人参赛，则应坚持

从实际出发做“减法”。

办赛贵在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办赛中做好“加

减法”的过程也是使赛事更契合地域特色的过程。唯

有紧紧依托地域特色、紧紧围绕服务所有参与者办

赛，赛事才会更具生命力、参与者才会从中得到更多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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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首都体育馆，当完赛背景音乐

响起，守在场边的工作人员相互致意；在“冰

立方”，轮椅冰壶运动员顺利结束无接触颁

奖，医务人员终于松了口气……“相约北京”

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冰上项目测试 5 个冰

上场馆的 4465 名工作人员用辛勤的努力，为

这次测试活动交出了圆满答卷。

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表示，

冰上项目测试目标基本完成，各场馆团队充分

把握了宝贵的测试机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全流程演练，达到测试效果

冰上项目测试期间，北京冬奥组委首钢

办公区的指挥部发挥“神经中枢”作用，多块

大屏幕连通各场馆，指挥部成员紧盯监控画

面，统筹调度。各场馆运行团队与属地保障

力量密切配合，98%的问题在场馆层面解决。

10 天开展 7 个项目赛事测试，覆盖赛前

训练、信息发布、成绩公告、医疗急救、反兴奋

剂等环节，竞赛组织的全流程演练如同一次

“摸底考”。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

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完工后首次

办赛。“场馆运行团队涉及 30 多个业务领域，

各领域积极配合，各环节有序衔接，发现问题

及时调整。”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速度滑冰项

目竞赛主任王北星说。

本次测试活动，部分场馆邀请观众进场

观赛。4 月 2 日，约 600 名观众走进“冰立方”；

4 月 4 日，约 1000 名观众来到五棵松体育中

心。防疫测温、安检入馆、信息咨询、特许商

品售卖……全要素、全点位的“观众压力测

试”，不仅检验了场馆运行工作，也拉近了人

们与冬季项目的距离。

针对冰上项目赛事和场馆特点，此次新

增注册、无接触式颁奖、观众服务等测试内

容。比如对体育展示环节，对双语播报、音视

频放送、特殊灯光效果等环节展开测试，现场

效果鲜明，收获观众点赞。

五棵松体育中心的场馆团队在临赛前，

编写了精确到秒的 90 分钟倒计时脚本。“我们

团队在测试期间有 600 多人，每天都讨论到很

晚。原来设计的一图一表一册都在磨合，做

到内容彻底落实。”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

团队主任陈双说。

各冰上项目场馆硬件全面升级，“软件”

也对标冬奥标准。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

部长闫成表示：“测试活动完善了场馆运行计

划和应急预案，达到了锻炼运行团队、磨合工

作机制的目的，积累了一线经验。”

各环节配合，场地转换迅速

首都体育馆在花样滑冰场地到短道速滑

场地的转换中，除冰面温度调节，场边的防护

垫、形象景观、赛场临建、摄影机位等都需要

调 整 ，留 给 运 行 团 队 的 时 间 只 有 短 短 两 小

时。首都体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场地转换

负责人申鸰说，经过反复演练，各环节配合越

发默契，“像防护垫转换，现在时间能控制在

30 分钟以内。”

本次系列测试活动前，国家游泳中心经

过“水冰转换”再次变身“冰立方”，承担 60 场

比赛任务，测试内容多达 255 项，其中全奥运

水平和部分奥运水平的测试达到 179 项。

北京冬奥会期间，进行冰球项目比赛的

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之间也要进行

多次转场。“希望通过演练，为我国冰球项目

培育出专业的竞赛组织队伍。”国家体育馆运

行团队秘书长齐靓说。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表

示：“我们将对照梳理出来的问题清单，认真

做好提升整改工作。”

新技术助力，场馆运行高效

穿梭于测试活动期间的冰上场馆，随处

都能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观众不受位置限制全角度观赛，新技术

“子弹时间”能瞬间定格精彩进球，获得慢镜

头、时间静止等体验。同时，也可根据喜好，

选择“自由视角”观赛，“观赛从被动接受变成

了主动选择。”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

媒体副主任王湘宏说。

走进媒体间，通过云转播技术，转播机构

可以远程制作，记者可以进行无人混合采访、

参与远程新闻发布厅互动。北京国际云转播

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郭真介绍：“在首钢园

的监控运行中心可以实时获取各场馆采集的

信号，进行后期包装、分发。”

新技术助力，让场馆运行更加高效。北

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喻红表示：“冰上测试

活动对二氧化碳制冰、100%清洁电力、交互式

观赛、智慧医疗等近 20 个科技冬奥项目进行

了重点测试。”

冰上项目测试，收到了各方称赞。“要想

办赛精彩，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打磨、每一个

‘ 齿 轮 ’都 要 经 受 多 次 测

试，才能让整个团队有序

运转。”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东说。

对标冬奥标准 运行积累经验
—“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冰上项目测试综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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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4 月 6 日，“相约北京”冰上项目

测试活动冰壶比赛女子决赛和季军争夺

赛在“冰立方”进行。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