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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R

核心阅读

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经北京冬奥组委与国
际奥委会确定的 11 个
冬奥场馆全部通过绿色
建筑认证，北京和延庆
赛区所有竞赛场馆已经
完工，并接受了“相约北
京”系列测试活动的集
中检验，7个非竞赛场馆
也将于年内全部完工，
举办一届“低碳冬奥”的
蓝图正在变为现实。

■走向冬奥R

本版责编：塔怀旸 唐天奕 高 佶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在申办阶段，

即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要举办一届

低碳冬奥会。

记者 6 月 1 日从北京市重大项目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经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

确定的 11 个冬奥场馆全部通过绿色建

筑认证。其中，国家速滑馆、国家会议

中心二期、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北京

冬奥村、延庆冬奥村等 5 个新建场馆

获得绿色建筑三星级评价标识；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首

钢滑雪大跳台中心等 3 个新建雪上场

馆获得绿色雪上运动场馆三星级评价

标识，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

体场馆群等 3 个改造场馆获得既有建

筑改造绿色二星级评价标识。

目前，北京和延庆赛区所有竞赛

场馆已经完工，并接受了“相约北京”

系列测试活动的集中检验，7 个非竞

赛场馆也将于年内全部完工，举办一

届“低碳冬奥”的蓝图正在变为现实。

低碳场馆，源头减排

国家速滑馆采用了世界体育馆建

筑跨度最大的马鞍形单层索网结构，

这个长 198 米，宽 124 米的巨大屋面就

像一个网球拍一样，形成了独特的轻、

薄、软的屋顶，重量仅为传统屋顶的

1/4，大幅降低了场馆用材量和建设复

杂程度，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量；首钢

滑雪大跳台大量采用了高强钢和耐候

钢，由于新材料的使用，节省了用钢

量，相当于减少碳排量约 950 吨；延庆

冬奥村采用装配式装修，既减少了现

场湿作业所带来的碳排放，还在赛后

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可回收再利用，利

用率可达 40%……“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优先采用绿色建造技术，建设了一

批绿色、低碳的冬奥场馆。”北京市重

大项目办安全质量处处长周光辉介

绍说。

此次冬奥会还首次大规模采用二

氧化碳环保型制冷剂进行制冰。国家

速滑馆、首体园区及五棵松冰上运动

中心 3 个场馆共建设 7 块二氧化碳冰

面 ，约 占 此 次 冬 奥 会 总 冰 面 的 1/2。

二氧化碳是当前最环保的制冷剂，碳

排放趋近于零。不仅减少了传统制冷

剂对臭氧层的破坏，制冷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高品质余热可回收再利用，比

传统方式效能提升 30%。

此外，大量利用北京 2008 年 8 座

夏季奥运会场馆，创造性地实现冬季

项目与夏季项目转换的“双轮驱动”

模 式 ，也 是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的 一

大特点。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城区场

馆建设处处长黄晖表示，通过对既有

场馆进行改造，既避免了新建场馆带

来的碳排放，还为赛后的可持续发展

及多业态经营奠定了基础。同时对

场馆的改造，其绿色环保标准大幅提

升 ，充 分 利 用 新 科 技 、新 理 念 、新 材

料，使得所有场馆在节能降耗、综合

高效利用方面都有质的飞跃。

节约能源，控制消耗

低碳奥运，能源先行。随着 2020
年 6 月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

试验示范工程全面投产，北京冬奥会

将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所有场馆

100%绿电供应。除此以外，冬奥会众

多的场馆积极开发分布式可再生电

源，推进光伏、光热系统与建筑一体化

应用。

以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为例，其

屋面安装了 600 千瓦光伏发电系统，

未来能实现年供电约 70 万千瓦时，可

以满足冰上运动中心的部分用电需

求。同时，还在空气空调机组和新风

机组设置全热回收装置，回收效率达

到 70%，能有效通过排风对引进室内

的新风进行预冷预热，节约空调能耗。

与此同时，北京冬奥村在屋顶安

装真空管集热器，提供的生活热占总

量的七成以上；国家速滑馆在屋顶设

计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共铺设总面

积约 3000 平方米的光伏板，可为场馆

提供清洁能源。延庆赛区山地新闻中

心建设“绿色”屋顶，利用 64 个采光天

窗，定制 256 块异形光伏板，年发电量

达 14 万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排约 90
吨二氧化碳，所发电量按“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的原则，在满足山地新闻中

心使用的前提下，富余部分还可并网

供社会使用。

此外，北京及延庆赛区共计 10 个

场馆建立能源管控中心，对场馆的电、

气、水、热力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以减少对能源的消耗。目前，国家

游泳中心已完成能源管控中心的建

设，并已投入使用，在监测的同时还实

现了对能源消耗的控制。

绿色出行，缓解压力

为降低碳排放量，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即 1 公里以内步行，3 公里以内骑自行

车 ，5 公 里 左 右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为实现“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北京

市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

通网”，观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可通过

地铁、高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便捷抵

达 赛 场 ，在 绿 色 出 行 同 时 缓 解 交 通

压力。

在这张交通网中，京张高铁、京

礼高速两条主干线路将北京赛区、延

庆赛区、张家口赛区相连，打造出“两

地 三 赛 区 1 小 时 交 通 圈 ”；北 京 赛 区

所有场馆实现地铁覆盖，降低赛时的

碳排放量。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场馆

区域有地铁 8 号线、15 号线到达，首

都体育馆周边有地铁 4 号线、9 号线

和 16 号 线 到 达 ，五 棵 松 体 育 馆 有 地

铁 1 号线到达，首钢滑雪大跳台有地

铁 6 号线、11 号线、S1 线到达；在延庆

赛区，随着京张高铁延庆支线建成，

观众从北京北站至延庆站的车程不

到 40 分钟，从延庆站乘摆渡车 30 分

钟内即可直达延庆赛区各赛场。延

庆 赛 区 11 条 缆 车 索 道 为 运 动 员 、观

众提供高山交通网络，从延庆冬奥村

抵达海拔 2198 米的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仅需 30 分钟。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

表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是我国承

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后首次举办国际

体育盛会。我们将竭力打造一届绿色

低碳的冬奥盛会，将为国际社会贡献

一份北京方案，同时彰显中国的责任

担当。”

北京及延庆赛区11个冬奥场馆全部通过绿色建筑认证

擦 亮 绿 色 冬 奥 底 色
本报记者 贺 勇

在不断创新中
接地气、聚人气，赢
得群众的欢迎和喜
爱，全民健身就有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和
活力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大

众运动健身的意识越来越强，相

应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如

何满足群众健身需求，各地都在

积极探索。

2018 年 年 初 ，湖 北 省 体 育

局提出实施《湖北省新全民健身

示范工程四年行动计划》，奋力

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为群众

健身提供更多便利。截至 2020
年年底，累计投入 5.6 亿元，带动

各类主体投入 30 亿元，建设新

的 全 民 健 身 工 程 千 余 个 ，初 步

形 成 城 市 社 区“15 分 钟 健 身

圈”，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由

“十二五”末的 1.29 平方米增加到 1.95
平方米。

湖北的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新在

哪里？有这样几个经验值得借鉴。

新理念创新引领，力求解决去哪儿

健身和持续性健身的难题。工程覆盖

一场两馆（主体育场、主体育馆、游泳

馆）、体育公园、足球中心，乡镇街道健

身中心、社区村庄文体广场、小

区单位智能路径等，形成覆盖

城乡、面向大众的新型健身设

施体系，扩大了健康体育与休

闲体育的统筹供给。

新 机 制 激 发 活 力 ，充 分 调

动各方力量。通过实施项目竞

争性申报机制和采取“以奖代

补”的方式，带活了各级政府和

市场主体投资新建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的热情。

新 方 式 压 实 责 任 ，有 力 推

进 工 作 落 实 。 实 行 标 准 化 设

计、项目化建设、制度化管理和

绩效化开放，促进了“要我建”

到“我要建”的关键转变。

新 风 尚 以 点 带 面 ，体 育 惠

民。湖北省每年开展各类基层

赛事活动近万场，经常参加体

育 锻 炼 人 数 由“ 十 二 五 ”末 的

1600 万人增加到 1900 万人；县

级 以 上 体 育 社 会 组 织 达 2100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超 13 万人；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拓展了新空

间。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通过

与乡村振兴战略、精准脱贫、健

康湖北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有机融合，

促进了乡风文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

促进了体育消费，带来了体育产业的

繁荣。

全民健身，贵在创新。在不断创新

中接地气、聚人气，赢得群众的欢迎和

喜爱，全民健身就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和活力。

全
民
健
身

贵
在
创
新

王
霞
光

据新华社巴黎 5月 31日电 （记者肖

亚卓）2021 法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当

地时间 31 日继续进行，当天登场的两名

中国女单选手均经历了 3 盘苦战，但是结

局却不太一样。

此前 5 次在红土大满贯上止步首轮

的郑赛赛耗时两小时 41分钟，以 4∶6、6∶4、

6∶4 战胜世界排名第四十九位的西班牙

选手托莫，首次在法网赛场收获女单正赛

的胜利。而另一名中国选手朱琳也是在

4∶6 先负一盘的情况下以 6∶4 扳回一盘，

但在决胜盘中未能把握住机会，以 4∶6 负

于 28 号种子、美国选手佩古拉。

本届法网，共有 5 名中国女选手参加

正赛，除了郑赛赛与朱琳以外，首个比赛

日登场的王曦雨已经被淘汰。6 月 1 日，

王蔷与张帅将迎来自己的首轮比赛。

在女单其他场次比赛中，上届法网女

单冠军、波兰的斯维亚特克以 6∶0、7∶5 击

败斯洛文尼亚选手尤万晋级次轮。 8 号

种子小威廉姆斯、去年法网女单亚军科宁

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

郑赛赛晋级法网女单第二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