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9 日，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

200 天。过去 5 年多，冬奥筹办秉持“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取得了一项项令

世界瞩目的进展：竞赛场馆已建设完工，经过

测试活动检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区域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冬奥志愿者队伍

不断壮大，人们期待奥运、参与奥运的热情与

日俱增……

对标赛时要求，筹办
工作通过“压力测试”

北京奥体中心南侧，楼宇林立，组合成中

国传统的三进院落风格——这里是北京冬奥

村，赛时将成为各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在北京

的“家”。

据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北京冬

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主任沈千帆介

绍，冬奥村居住区已经全面完工，场馆运行团

队 5 月正式进驻运行：“我们要不断完善细化

各项筹备工作，利用好冲刺的 200 天时间，用

优质服务为选手留下独特的冬奥记忆。”

时光流转，在北京和张家口，一座座冬奥

场馆成为新的城市地标，宣告着冬奥会脚步

临近。在“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

的引领下，一项项承诺正在成为现实。

今年 4 月，“相约北京”冰上测试活动举

行。10 天时间、7 项赛事、5 个场馆，超过 4400

名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圆满完成了一次跨领

域、跨场馆的实战考验：有着 50 多年历史的首

都体育馆改造后首次亮相，运用新科技，致力

于打造“最美的冰”；完成篮球、冰球两个项目

场地转换的五棵松体育馆推出了一系列高科

技产品，“子弹时间”“自由视角”“云转播”等

集体亮相，让人们对科技冬奥有了更直观的

感受；作为北京赛区唯一新建场馆，国家速滑

馆“冰丝带”完成了速滑比赛首秀，场馆采用

的先进、环保的新型二氧化碳制冰系统，进行

了重点检验和磨合……冬奥会筹办工作通过

了“压力测试”。

“我们要全面梳理排查测试中发现的问

题，抓紧时间逐一校正和完善，这既是测试的

目的，也是冲刺阶段非常重要的工作。”北京

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说。

对标赛时要求，冬奥筹办全面稳步推进，

不断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与

时间赛跑，向目标冲刺。

融入传统文化，中国
元素装点“奥运舞台”

7 月 17 日，北京 2022 官方特许商品旗舰

店里热闹非凡，一台个性化徽章制作机格外

引人关注。通过简单的操作，就能将个人形

象镭射到冬奥主题徽章上，得到一枚有纪念

意义的专属定制徽章。当日，由北京冬奥组

委主办的“北京 2022 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正

式启动，北京 2022 徽章交换中心同时亮相。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介

绍，北京 2022 徽章交换中心是历届奥运会中

开放时间最早、也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官方

徽章交换中心，将为奥林匹克徽章交换文化

带来新的活力。小小徽章成为人们珍藏奥运

记忆的重要介质，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展示中

国传统文化魅力。

从形象设计到场馆建设，中国元素在冬

奥舞台得到了新的呈现与表达：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的赛道犹如一条巨龙，蓄势待发；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形似中国传统饰物“玉如意”，

勾勒出中国古典之美——“中国风”托起“奥

运范”，一座座流光溢彩、令人赞叹的冬奥场

馆正静待大幕开启。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越来越多的

中国元素将在“奥运舞台”绽放，讲述着动人

的中国故事。

2020 年，北京冬奥组委相继在线上公开

征集奖牌、火炬和制服装备的视觉外观设计

方案，赛会色彩系统和核心图形也在这一年

发布；源于篆刻艺术巅峰“汉印”的 30 个“小红

人”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冬奥史上

首个动态体育图标……

今年 2 月 4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

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发布。火炬以祥云

纹样“打底”，自下而上从祥云纹样逐渐过渡

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案，如丝带飘舞。“火炬

的纹样设计体现了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传

承与发扬。”火炬外观设计师李剑叶说：“火炬

交接时，两个火炬的顶部可以紧密相扣，象征

着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奋斗实现梦想，面向
世界呈现“冬奥画卷”

走出张家口太子城高铁站，充满冰雪元

素的小镇出现在眼前。美轮美奂的场馆、碧

空如洗的蓝天和漫山遍野的林木，共同勾勒

出一幅“冬奥画卷”。赛时，这里将承担冬奥

颁奖、贵宾接待、交通换乘等重要功能，成为

张家口赛区给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

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

盛会，是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承诺背后，是

上千个日夜的拼搏奋战；是无数次的攻坚克

难、精益求精；是协同发展、赛后利用、造福于

民的多重考量；用奋斗实现梦想，这份“冬奥

画卷”，到了就要揭晓的时刻。

尽管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世界体坛增添了

不确定性，但冬奥筹办始终未曾停步。北京

冬奥组委及各相关部门坚持疫情防控和筹办

工作两手抓，创新工作方式，克服了重重困

难，做到了工作不断、力度不减。

随着一项项里程碑任务如期完成，今年

10 月，冬奥筹办将转入赛时运行阶段。举办

冬奥会测试赛，开展跨赛区综合演练，发布赛

会口号和奖牌样式，开展圣火采集与火炬传

递活动，确定开闭幕式整体方案……一块块

拼图，将这幅宏伟的画卷最终呈现给世界。

“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冬奥筹办工作进展

却十分顺利，这几乎就是奇迹。”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多次赞赏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眼

前的“奇迹”，展现出冬奥建设者踏实奋进、迎

难而上的品格和能力，也彰显了中国言出必

行、一诺千金的大国风范。

冲刺 200 天，信心与决心共同托举起梦

想。期待这场冰雪运动盛会，将翻开奥林匹

克的全新篇章。

上图：建设中的国家速滑馆。资料图片

下图：国家速滑馆全景。 资料图片

与时间赛跑 向目标冲刺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之际（上）

本报记者 季 芳 孙龙飞 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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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北京冬
奥 会 迎 来 开 幕 倒 计 时
200天。过去 5年多，秉
持“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的办奥理念，冬奥筹
办全面稳步推进，不断
落实“简约、安全、精彩”
的办赛要求，与时间赛
跑，向目标冲刺。

本报西安 7月 18日电 （记者原韬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运动会、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的

圣火采集仪式 17 日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17 日 8 时 30 分许，圣火采集仪式在延安市宝塔山下的

星火广场拉开序幕。奥运冠军郭文珺和残奥会冠军翟翔在

采火器前引燃圣火，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和掌声中绕场一

周。圣火被放入火种灯暂存，由延安市出发，奔向西安市。

8 月 16 日至 9 月 12 日，全运会和残特奥会的圣火将在

陕西省内进行 28 天 14 站的火炬传递活动。首站起跑仪式

将于 8 月 16 日在西安市南门广场举行；9 月 15 日圣火进入

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点燃十四运会火炬塔；10 月 22 日，圣

火将进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点燃残特奥会火炬塔。

十四运会及残特奥会圣火在延安点燃

本报北京 7 月 18
日电 （记 者李洋）18
日，“冰雪惠民计划”启

动 仪 式 暨 首 都 体 育 馆

公 益 开 放 日 在 首 都 体

育馆举行。近 400 名冰

雪 爱 好 者 踏 上 首 体 的

冰场，李琰、申雪、赵宏

博 、李 佳 军 、庞 清 等 世

界 冠 军 以 及 10 余 名 短

道 速 滑 、速 度 滑 冰 、冰

壶、冰球项目国家队运

动员组成教练阵容，带

来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冰

上教学课。

首 都 体 育 馆 是 一

座 具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体

育场馆，北京奥运会排

球比赛在此举办，北京

冬 奥 会 将 在 这 里 产 生

短 道 速 滑 和 花 样 滑 冰

两 个 项 目 的 14 枚 金

牌 。 作 为 首 个 竣 工 落

成的改建竞赛场馆，首

都 体 育 馆 的 首 次 对 外

开放面向普通大众，让

群 众 在 奥 运 冰 场 享 受

冰雪乐趣。

首 都 体 育 馆 近 日

正式发起“冰雪惠民计

划”，面向全国冰雪运动场馆发起“每月面

向社会不少于 1 次免费开放”的倡议，倡议

定期开展各类群众喜爱、易于参与的公益

冰雪课，为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提供便利，

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作出积极贡

献。启动仪式现场，京津冀 33 家冰雪场馆

正式成为首批“冰雪惠民计划”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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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200
天，冬奥工程建设进展如何？记者从北京市

重大项目办获悉：截至 7 月 17 日，由北京市负

责建设的北京及延庆赛区冬奥工程共计 57
项，累计完工 53 项，剩余 4 项计划于 2021 年全

部完成；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工程 6 月底全面完

成，“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的设计理念由蓝图

变为现实。

开闭幕式场地“鸟巢”
改造 10月完成

在北京及延庆两赛区，8 个竞赛场馆已于

去年年底全面完工，配套设施均达到场馆调

试运行和测试活动举办要求，目前已通过赛

事活动的全方位测试检验。9 个非竞赛场馆

目前已完成 7 个项目，日前，北京冬奥村、国家

会议中心二期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冬运

中心综合训练馆项目完工验收。

其 中 ，国 家 会 议 中 心 二 期 项 目 ，是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北京赛区规模最大的新建项

目。冬奥期间预计将接待 3000 多名文字及摄

影记者，约 1.2 万名转播人员。据介绍，国家

会议中心二期主体工程以钢结构为主，其外

幕墙采用特有的“群鸟”造型意象。主体建筑

东、南、北三侧立面由特殊幕墙单元体——

“鸟窗”造型的金属及玻璃幕墙组成。2376 块

幕墙单元体连点成面，恰似一群轻盈的飞鸟，

搭配建筑主体“鲲鹏展翅”的造型，彰显建筑

与自然和谐呼应的灵动韵律。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建设、改造的

收官之作——国家体育场“鸟巢”开闭幕式的

建设、改造工作已于 7 月 4 日全面启动，计划

今年 10 月完成。

延庆赛区完成生态修
复 214万平方米

北 京 冬 奥 会 延 庆 赛 区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从

2015 年开始至今历时近 6 年，成为北京冬奥会

建设周期最长的一项工程，共计完成修复面

积 214 万平方米。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于德泉介绍，

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两地三赛区中建设难

度最大的赛区，最高海拔 2198 米。启动之初，

赛区面临无水、无路、无电、无通信的局面，生

态修复工作的难度不亚于任何一处新建场馆

工程。

为保护小海陀山的环境，延庆赛区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2016 年，在动工之前，

相关林业、水土、生态专家先期开展生态环境

本底调查。在工程建设开始时，对于赛区内

受到扰动的植物更是进行了“一对一”的人性

化服务。根据每一棵树在施工中受到的不同

影响，以及植物特性进行了“私人定制”的保

护方案。截至目前，赛区内原地保护树木共

计 313 棵，迁地移植乔木 24272 株，建成迁地

保护基地近 300 亩，成活率约 91%；近地移植

灌草 11027 株，目前这些植物都由专业园林单

位精心养护。

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
大批专利技术

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项目竞

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工程设计新颖，施工难度

大，新技术应用多。据北京城建集团国家速

滑馆工程总承包部经理李少华介绍，场馆在

设计理念、技术工艺、材料选取、施工技法等

多方面实现创新突破。

在国家速滑馆建设中，单层双向正交马

鞍形索网屋面，实现国产高钒封闭索在国内

大型场馆中的首次大规模应用；高工艺曲面

幕墙系统，由 3360 块曲面玻璃单元拼装而成，

打造出象征速滑运动员高速滑动的“丝带”造

型；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制作

出 1.2 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全冰面。目前，国

家速滑馆共申请国家专利技术 34 件，已获授

权国家专利技术 8 件。

北京和延庆两大赛区在建设过程中开拓

创新，形成了一大批专利技术。延庆赛区目

前 已 申 请 专 利 150 件 ，已 受 理、授 权 144 件 。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

利锋介绍，其中已授权专利 92 件，关于雪车雪

橇场馆建造及运维技术的 73 件，关于高山滑

雪场馆建造技术的 8 件，关于市政配套建造及

运 维 技 术 的 7 件 ，关 于 奥 运 村 建 造 技 术 的 4
件，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于德泉说，冬奥筹办已进入全力冲刺、全

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北京冬奥建设

将继续坚持首善标准、弘扬工匠精神，按照标

准进一步完善场地和设施设备，确保场馆和

赛区整体达到办赛标准，推进场馆和配套基

础设施全面收官，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

北京及延庆赛区 53项冬奥工程完工
剩余4项工程今年全部完成

本报记者 贺 勇

本报北京 7月 18日电 （记者孙龙飞）中国体育代表团

17 日宣布，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女

子排球运动员朱婷和男子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共同担任。

“感谢代表团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是

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

好每一步。”朱婷说：“大赛将至，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我

们的目标还是升国旗、奏国歌。”朱婷是中国女排现任队长，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 12 年后再度夺冠，朱婷凭借

出色的表现被评为女排比赛最有价值球员。

赵帅说：“我会以此为动力，继续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光，

也祝愿代表团的所有运动员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

绩。”2016 年里约奥运会，赵帅为中国男子跆拳道实现了奥

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18 年，他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担任

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今年 3 月 8 日，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东京奥组

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鼓励各代表团在

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入场时由男、女各一名运动员合举

旗帜入场。

奥运会开幕式—

朱婷赵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随着东京奥运会日益临近，越来

越多运动健儿已经踏上征程，为了共

同的目标与梦想汇聚于五环旗下，实

现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

人们谈及体育，常常认同，锻炼能

够改变生活，竞技能够激发斗志，运动

还能够以其他活动很难实现的方式将

人们联合起来，让人在困境中怀有希

望，从低谷处振奋身体和精神。诚如

斯言，体育有着独特的力量。在这个

不寻常的时代，体育盛会的举办意义

更加非同寻常。

6、7 月间的欧洲杯足球赛，人们

感受到了久违的体育大赛带来的欢

乐。很快，运动员们将以奥林匹克之

名，再次聚在一起。如果说，奥林匹克

的理想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团结、进步

和友谊，那么，人们参与和关注奥运

会，彰显的则是对共创美好未来的渴

望与信心。

体育盛会不仅是竞争的赛场，也

是交流的平台、展示的舞台。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理念定

为“情同与共”（United by Emotion）。虽然绝大多数比赛

都将空场进行，但运动员们同场竞技，人们以体育的方式团

结在一起，最终能够沟通交流，拾起信心、燃起希望。

体育大赛搭建起的平台，对推动经济、文化等更多方

面、更深层次的交流，也具有独特价值。不久前，海信、支付

宝等中国品牌在欧洲杯的赛场内外出镜，而今，参与奥运会

的中国品牌也开始亮相。中国品牌亮相世界大赛，意义在

于将“中国制造”推进到更具品牌价值的“中国创造”，也在

于推动世界经济更深程度的联结。

通过这样的舞台，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体育的温度与

力量。正如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对本届奥运会的期

待，“在这个困难时期，成为希望的灯塔”，迫切的等待终有

尽头，希望的光亮终会到来。

回望过往历届奥运会，无论场内场外、竞争交流，中国

体育代表团都努力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当一

届不同以往的奥运会到来，希望中国健儿继续以使命在肩、

奋斗有我的姿态，展现自己的光彩，继续以体育的力量鼓舞

人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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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

当一届不同以往的
奥运会到来，希望中国健
儿继续以使命在肩、奋斗
有我的姿态，展现自己的
光彩，继续以体育的力量
鼓舞人心

本报西宁 7 月 18 日电 （记者贾丰丰、刘雨瑞）18 日，

第二十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巴音河畔落下帷幕，来自青海天佑德

车队的张志善获得总成绩第一名。

本届赛事 11 日在西宁开赛，在 8 天的时间里，16 支车

队、近百名运动员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

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共计 1001 公里的

角逐。线路串联了北山国家森林公园、青海湖、柴达木梭梭

林自然保护区等地，又涵盖了平路、丘陵、高山等赛段类型，

比赛观赏性和趣味性俱佳。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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