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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塔怀旸 史 哲 杨笑雨

开栏的话

成功举办 2008 年奥运会，将要举办

2022 年冬奥会——北京成为奥运史上首

座“双奥之城”。“双奥之城”的建设，离不

开一大批为筹办双奥辛勤奉献、默默付出

的普通人，正是他们的奉献和付出，托举起

奥林匹克的辉煌。其中，有许许多多值得

铭记的故事；迈向 2022 的征途，有许许多

多令人振奋的成就。本版今起推出“双奥

城 奋斗心”系列报道，讲述为筹办双奥做

出贡献的普通工作者的故事，敬请关注。

本报成都 12 月 8 日电 （记者王永战、通讯员曹

宇阳）12 月 8 日，将在四川成都举办的第三十一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 200 天。当天

上午，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举行揭牌仪式，大运村正

式亮相。

记者了解到，大运村位于成都大学内，于 2019 年 4
月启动项目建设，对原有的学生宿舍、食堂等进行了改

造，同时新建了代表团公寓、医疗中心、游泳馆等 22 个

单体建筑，于 2021 年 3 月完工。据成都大运会执委会

大运村部党组书记、专职副部长霍忠生介绍：“项目充

分考虑赛后利用，使之既能满足赛事要求，又能符合赛

后高校使用要求。”

据了解，大运村将为参赛代表团提供住宿、餐饮、

健身、文化交流等多种服务，为参赛代表团提供安全

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霍忠生表示，大运村将陆

续推出“场馆开放、体验行动、文化交流、赛事演艺”

四大行动共 22 个惠民计划，让赛事筹办成果惠及广

大群众。

大运会筹备工作目前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12
月 3 日，成都大运会志愿者昵称、形象标识及口号发

布。截至目前，成都大运会志愿者注册人数已突破

100 万。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 2022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7 日在成都举行。

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揭牌

本报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者季芳）7 日，北京冬

奥会火种首场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奥林匹

克火种、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火炬和火炬手制服在主会

场中国石化总部进行展示，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与分

会场——位于湖南省凤凰县、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西

藏自治区班戈县等地的 8 所中国石化帮扶地区援建学

校内的师生共同分享。

10 月 20 日，北京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按照“简

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坚持把公众

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创新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活

动。其中，北京冬奥会火种赞助企业展示活动是整体

火种展示计划的重要环节，是展示奥林匹克文化、传播

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载体。

冬奥火炬“飞扬”的外壳是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研发

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突破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

极端条件下的应用瓶颈，实现了火炬外壳在高于 800
摄氏度的氢气燃烧环境中正常使用，解决了火炬外壳

在 1000 摄氏度高温制备过程中起泡、开裂等难题。

北京冬奥会火种首场
赞助企业展示活动举行

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3360 块曲面玻璃拼成的 22 条“丝带”

在阳光下晶莹剔透。从西侧幕墙望出去，一排

梧桐昂然挺立。武晓南感慨地说：“那些树是

2008年栽下的，现在小树苗长成了大树。”

这片区域，曾是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临时

建设的曲棍球场和射箭场；而今，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在

此拔地而起。作为经历过双奥场馆建设的“奥

运老兵”，武晓南如今的身份是北京国家速滑

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和国家速滑馆场

馆运行团队主任。“这里承载着从夏奥到冬奥

的传承，愿‘冰丝带’成为满足广大群众冬季健

身需要的新地标。”他说。

从“最快的草”到“最
快的冰”

镜头：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荷兰曲棍球

队主教练对武晓南称赞说，这块奥运场地堪称

世界上“最快的草”。10 多年后，在同一地点，

武 晓 南 和 同 事 们 又 在 打 造 世 界 上“ 最 快 的

冰”。两个“最快”，凝结着奥运建设者攻坚克

难、精益求精的不懈努力。

站在国家速滑馆的看台上，头顶世界上跨度

最大的马鞍形“编织天幕”，脚下是 1.2万平方米

的亚洲最大的人工冰面。武晓南清晰地记得，

2018年 1月 23日，“冰丝带”打下了第一根桩。

图纸上美轮美奂的“冰丝带”，既有诠释冰

刀飞驰轨迹的外观，亦有极具高科技含量的内

部设计。当初，建设团队面临的却是“理论上可

行，现实中无先例”的诸多难题。拿制冰来说，

采用世界上最先进、最环保的二氧化碳跨临界

直冷制冰技术，在冬奥会历史上尚属首次。

建设团队立志制出利于运动员滑出最好

成绩的“最快的冰”。“为了这块冰，我们四处拜

访专家、去各地取经，集各方之力、汇各界之

智，终于把这件事办成了。各区域冰面能单独

精准控温，整个场馆可实现同时运行、不同使

用。”武晓南说，在“冰丝带”建设过程中，这样

的科技攻关还有很多。

相比夏奥场馆，工艺复杂的冬奥场馆更具挑

战，建设者靠自主创新蹚出了新路。“冰丝带”看台

板有 1191块构件，通过弧形预制技术对每块构件

进行编码，实现了精准拼装。更让武晓南自豪的

是，由中国设计、中国技术、中国材料、中国制造

组成的冬奥场馆建设的“中国方案”，在绿色、环

保、可持续方面为奥林匹克树立了新标杆。

当年，北京奥运会曲棍球场使用的草坪质

量高、球速快，利于曲棍球运动员发挥，被誉为

“最快的草”，带动了国内人造草坪行业的发

展。而今，“冰丝带”编织天幕的国产钢索正引

领新的建筑潮流，有关二氧化碳制冰技术已获

得 5 项专利授权，未来这些成果有望广泛应用

在国内冰场建设中。

筹办冬奥会留下的财富，不只是技术与设

施，还有人才和团队。2019 年，以“冰立方”和

“冰丝带”为实训基地的“双冰场馆”制冰人才

订单班迎来第一批学员，这些年轻的后备力量

跟着国际顶尖制冰师上冰作业，迅速成长起

来。今年 10 月，“冰丝带”第三次正式制冰时，

本土制冰团队也加入其中。武晓南盼望着，未

来有更多中国制冰师能出现在冬奥赛场和国

际大型冰雪赛事中。

从“好运北京”到“相
约北京”

镜头：2021 年 10 月 8 日，首场冬奥会测试

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冰

丝带”启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晓南特

意在外衣里穿了一件 2008 年奥运会“好运北

京”测试赛的制服。两个奥运周期的接续奋

斗，让“双奥之城”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行走在“冰丝带”内部，蓝白相间的配色给

人清新之感。平整如镜的冰面、舒适的空调除

湿系统、动感的灯光照明设计，彰显“智慧场

馆”的精雕细琢。

场馆建设是硬件，赛事服务是软件。2008
年奥运会，武晓南是 31 个竞赛场馆建设负责

人中唯一直接参与奥运会服务保障工作的。

这次冬奥会，他又挑起同样的担子，“为运动员

提供最好的竞技舞台，不只靠一流的冰面，更

要落脚于赛事运行的细节之中。”

当年组织“好运北京”测试赛，武晓南的团

队满怀一腔激情，时隔多年再度“相约北京”，他

们给冬奥“模拟考”加上稳健的新要求——按照

“全要素测试”的原则，既要保证办赛的精彩，还

要保证防疫的安全。“在赛事组织中，不仅要管

理有力度，更要服务有温度。”武晓南反复强调。

“以运动员为中心”理念，在“冰丝带”有了

更立体化、创新性的呈现：韩国选手金俊昊在

测试赛期间恰逢 26 岁生日，赛场大屏幕打出

了暖心的电子贺卡；运动员休息室里，参赛选

手与志愿者在展板上写下寄语，热情互动；4
名运动员 5 次滑出个人最好成绩，这些优异表

现被展示在“场地纪录墙”上……这场首秀，

“冰丝带”收获无数点赞。

穿上冬奥制服，意味着一份厚重的责任，

武晓南一刻也不敢懈怠。随着北京冬奥会日

益临近，从“建好”场馆到“用好”场馆，整个团

队拧成一股绳，各个业务部门争分夺秒，不断

完善场馆赛事功能，以确保赛时万无一失。

从“同一个梦想”到
“一起向未来”

镜头：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以前是

“鸟巢”“水立方”双峰并立，现在新建成的“冰丝

带”与之交相辉映。武晓南说，当初为了“同一

个梦想”投身夏奥建设的伙伴，有很多又加入冬

奥筹办的行列。大家共同拥有的不只是“双奥

记忆”，更有“一起向未来”的美好畅想。

夜幕下的“冰丝带”，玻璃幕墙流光溢彩，

银色穹顶格外美丽，正是武晓南最初脑海中的

模样。1000 多个日夜，蓝图化作现实，但这并

不是“终点”。

奥运会之后场馆的利用，向来是奥运会举

办地面临的课题。武晓南所在的北京国资公

司作为“鸟巢”“水立方”的业主单位，通过承接

体育赛事、文化创意、高端会展、奥运旅游等精

耕细作，使得这两大奥运场馆十几年来从未离

开公众视线。借助运营管护夏奥场馆积累的

宝贵经验，“冰丝带”站上了高起点。

武晓南介绍，“冰丝带”的选址和设计落实

了可持续发展、奥运成果全民共享的理念。独

特的全冰面设计，通过分区控制，除了拥有标

准速滑赛道，还可进行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等

多个冰上项目。场馆内的其他赛时设施也可

实现“双向转换”，赛后将面向公众开放。

“未来的‘冰丝带’，将是一个以冰雪运动为

突出特色的新型城市体育综合体。”武晓南描述

着理想中的场景：青少年在场馆里打冰球、练花

滑；家长们在售卖区挑选体育装备；场馆西南侧

的人工湖结冰后成为室外冰场；掩映在绿化带

中的越野赛道冬天可滑雪、夏天能滑草……

在他看来，“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潮，让双奥场馆迎来可持续发展的良机。冬

奥会后的“冰丝带”，不仅能与“鸟巢”“水立方”

形成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还将满足市民四季

健身的多元需求。

双奥场馆建设者武晓南—

逐梦“冰丝带”浓浓奥运情
本报记者 郑 轶

武晓南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建设工地

上。 国家速滑馆供图（资料图片）

■■双奥城双奥城 奋斗心奋斗心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