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牌是奥运景观元素的重要内容，

既体现奥运会举办国的文化内涵，也凝

聚着设计者的巧妙构思。走进中央美术

学院奥运艺术研究中心，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奖牌设计团队负责人杭海拿出厚厚

一沓手稿，向记者讲述冬奥奖牌“同心”

的设计理念和背后的故事。他说：“奖牌

造型简洁，细节之中蕴含中国文化之美，

展现了‘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

的设计同样出自杭海团队。“2006 年奖

牌设计征集工作启动后，我们整个团队

都很兴奋，十几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

铁皮屋里奋战了一年多，设计出这件作

品。”当年在中央美院南门附近搭建的铁

皮屋，如今已变成平整的柏油马路，杭海

每次路过这里，还是会想起那些难忘的

日日夜夜。

从“金镶玉”到“同心”

镜头：2008 年北京奥运会，杭海把

玉元素融入奖牌设计，引来阵阵喝彩。

10 多年后，“五环同心”入选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奖牌设计方案，杭海带领团队为

冬奥奖牌设计再度奋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申办，如何

在 奖 牌 设 计 上 激 起 人 们 的 情 感 共 鸣 ？

翻阅大量文献，经过反复尝试，杭海团

队将目光聚焦在玉上。“我们将玉元素

融入奖牌设计，突破了夏季奥运会使用

金、银、铜单一材质的惯例，实现了设计

创新。”

惊艳的设计并非妙手偶得，其中倾

注了设计团队的心血。多项任务齐头并

进 ，团 队 成 员 连 续 一 个 多 月 加 班 到 凌

晨。最让设计团队头疼的还是国际奥委

会提出的跌落测试——6 毫米厚的“金

镶玉”奖牌从 2 米高处坠落必须完好无

损。为此，团队访遍材料与结构方面专

家，最终选定一种航天材料，填充在金属

和玉之间形成缓冲。“整个过程很煎熬，

但最终跌落试验获得成功，奖牌上的玉

完好无损。”

2021 年 10 月 26 日，北京冬奥会开

幕倒计时 100 天之际，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奖牌“同心”发布。作为奥运史上首位

双奥奖牌设计师，杭海为“金镶玉”续写

了新篇章。他说：“如果说‘金镶玉’的设

计重点在材质上面，‘同心’的创意则更

多来自对玉璧形制和传达意义的研究。

古代玉璧有 3 环也有 5 环，表达了古人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从祥云纹到冰雪纹

镜头：将闪烁着柔和光泽的“同心”

奖牌样品捧在手里，第一感觉是沉甸甸

的，其中凝聚着设计团队的付出和心

血。如何设计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冬奥奖

牌？杭海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对每一个

细节精雕细琢。

在奖牌设计方案正式公布之前，相

关设计必须保密。因为当初设计初稿入

围时正值中秋，团队就给奖牌起了个代

号“ 月 饼 ”，奖 牌 盒 也 因 此 得 名“ 月 饼

盒”。“近一年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讨论如

何打造完美的‘月饼’，以至于家里人真

以为我们在设计月饼。”谈到这个插曲，

杭海有说不尽的感触。

两次奥运奖牌设计经历让杭海对奥

林匹克的魅力有了深刻理解：“奥林匹克

运动鼓励文化多元性，同时，奥林匹克运

动特别尊重运动员，这也是‘同心’的设

计出发点——运动员希望得到一块什么

样的奖牌。”

随着设计深入，杭海团队更加注重

打磨每一个细节。比如奖牌上的纹样，

设计团队最初选取了 4 种，经过数次修

改，最终确定下祥云纹和冰雪纹。“祥云

纹体现了对 2008 年奥运会奖牌设计的

传 承 ，冰 雪 纹 则 与 冬 奥 会 的 特 点 相 契

合。实际上，传统纹样里只有冰梅纹，

我们把梅花换成雪花，便有了独特的冰

雪纹。”

设计团队还不断自我加码。杭海介

绍：“奖牌不仅看起来要有立体的美感，

也要能触摸到细节。”奖牌正面借鉴了弦

纹玉璧，每一环都进行了打凹处理，背面

还做了星空轨迹。“即便是小小的挂钩，

也几经修改，并进行了打凹处理。奖牌

表面还加入了特殊工艺，不易留下指纹。

“月饼”的配件也不马虎。挂带采用

传统桑蚕丝织造工艺，“月饼盒”材料以

漆和竹子为主。杭海说：“国际奥委会发

文详细询问了竹子生长、加工的每一个

环节，我们也一一做出回应，确保全流程

符合‘绿色办奥’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从付出到满足

镜头：杭海的工作室里，设计师们正

在埋头完善图纸，墙面上密密麻麻挂满

他们这些年的奥运设计作品。一个个执

着专注的身影，汇聚成盛情迎冬奥的

群像。

2020 年国庆节之后，奖牌设计方案

被送到上海造币厂打样、测试。上海造

币厂正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

奖牌的制作单位，这次冬奥奖牌的打样

负责人谢欣锐也曾是“金镶玉”奖牌的打

样工程师。

为了保证安全，每一次打样实物都

由谢欣锐亲自从上海护送到北京。因为

时间紧、任务重，有时当天晚上就要带着

修改意见返回上海。从图纸到实物是奖

牌设计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走得并不轻

松。与夏季奥运会奖牌相比，冬奥会奖

牌偏大，这是因为冬奥会运动员服装厚

重，奖牌过小，不够醒目。经过反复比对

和实物打样、实际佩戴比较，奖牌直径被

确定在 8.7 厘米。奖牌的绶带长度也进

行了相关调整，以保证运动员佩戴时的

位置合适。

杭海代表设计团队提出了不少“刁

钻”的要求，希望奖牌表面显示出“内敛

的光泽”，文字与纹样下凹雕刻，但要有

镜面光亮，这样与表面柔和的光泽形成

对比，易于识别文字信息。常规造币不

是镜面光亮，就是哑光，要达到设计团队

的要求，必须手工抛光。

“沉甸甸的冬奥奖牌凝聚了许多人

的心血和付出，一想到运动员将‘同心’

挂在胸前时脸上绽放的笑容，所有付出

都值得。”关于奥运奖牌，杭海还有更长

远的期待，“获奖运动员可能会把它传给

儿女，甚至代代相传，希望随着时间流

逝，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美。”

“奥运情结”是杭海常挂在嘴边的

词。2008 年，他除了担任“金镶玉”奖牌

设计师，还带领团队负责体育图标、火炬

接力形象景观等设计工作。如今，冬奥

会奖牌刚刚问世，杭海又紧锣密鼓地投

入到指示系统设计工作中。他表示：“作

为设计师，能参与到冬奥筹办工作中，有

一种莫大的满足和快乐。”

双
奥
奖
牌
设
计
师
杭
海

—

精
雕
细
琢

铸
就
﹃
同
心
﹄

本
报
记
者

李

洋

综合综合 66 2021年 12月 11日 星期六

■■走向冬奥走向冬奥R

■■双奥城双奥城 奋斗心奋斗心R

■最美退役军人R

核心阅读

奥运奖牌设计既体现
奥运会举办国的文化内
涵，也凝聚着设计者的巧
妙构思。中央美术学院奥
运艺术研究中心杭海团队
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奖牌“金镶玉”和2022年北
京冬奥会奖牌“同心”，他们
全力以赴，自我加压，对每
一个细节精雕细琢，体现
了设计人员浓厚的“奥运
情结”。

双奥奖牌设计师杭海。资料图片

本报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 者季

芳）10 日，北京冬奥组委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抵离、交通等相关工作进展。北

京冬奥组委抵离中心主任张良表示，涉

奥人员需按照防疫手册要求，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包括来华前的每日健康

监测、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抵达机场后

的海关健康申报核验及体温监测、核酸

采样检测等。“这是安全抵离的前提，也

是成功办赛的前提。”

根据防疫手册要求，涉奥人员需在

来华 14 日前每日进行健康监测，来华 14
日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航班起飞前

96 小时需进行两次核酸检测，凭绿码登

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需完成

海关健康申报核验及体温监测，并完成

核酸采样检测。

“我们在机场设置了专门入出境通

道和冬奥保障专区，共同构建闭环管理

机制，实现疫情防控全流程无缝衔接。”

张良表示，北京冬奥组委将为赛事参与

者提供从机场端到住宿端“端到端”的全

流程服务。针对通常出现的冬季项目运

动员超规超重行李多、离返高峰期机场

运行压力大等问题，组委会将协调推进

值机柜台前移工作，在 3 个冬奥村提供

办理值机手续和行李托运等服务。

针对因疫情导致的国际客运航班

减少等问题，张良说，民航部门已经制

订了赛时临时航班“一揽子”计划。目

前，已确定多家中外航空公司在赛时运

营北京往返 15 个城市的临时航班。民

航部门还在继续协调其他中转机场和

航空公司增开冬奥临时航班，鼓励涉奥

团组组织包机出入境，再以商业航班为

补充，满足各利益相关方多样化的航班

需求。

“为保障涉奥人员顺利来华，我们

确立了‘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

班为辅’的航班保障原则，涉奥团组可

自行组织包机或乘坐临时航班出入境，

也可搭乘第一入境点为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的商业航班入境。”张良表示，北京

冬奥组委已开发抵离信息系统，将及时

发布和更新航班计划等信息，还将进一

步梳理入出境需求，为抵离工作提供信

息支撑。

据悉，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交通服

务将从 2022 年 1 月 21 日起至 3 月 16 日

止，也就是从冬奥会开幕前 14 天起到冬

残奥会闭幕后 3 天止，共计 55 天。1 月 4
日开始，组委会将为提前来华人员提供

部分交通服务。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

会专用道施划工作计划于 12 月 31 日前

完成。 2022 年 1 月 21 日至 3 月 16 日时

间段内正式启用奥运专用道。

北 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

安表示，目前冬奥赛时交通各项筹备工

作正在扎实有序推进。三赛区 16 处交

通场站已全部建成，正在开展车辆交付

工作；33 个场馆交通团队、11 个交通服

务团队、16 个场站运维团队、4 个高 铁

服 务 保 障 团 队 等 已 经 组 建 完 成 ，人 员

正 在 有 序 开 展 培 训 ；完 成 车 辆 筹 措 工

作，共筹措各类车辆 4090 辆，其中小客

车 全 部 使 用 新 能 源 和 清 洁 能 源 ；冬 奥

交 通 服 务 设 施 已 准 备 就 绪 ，冬 奥 专 用

车 道 施 划 和 标 识 安 装 工 作 已 接 近 尾

声 ；铲 冰 除 雪 、道 路 救 援 、疏 堵 保 畅 等

应急保障方案已经完成，并开展了相应

的测试演练。

“针对疫情防控需要，我们也做出

了针对性安排。比如，所有闭环管理车

辆驾驶座位实施物理隔离，闭环管理班

车的满载率不高于 50%，在高铁运输方

面，为闭环管理人员设立专用车厢、进

出站专用通道和专用候车区等。”赵同

安说，“在交通服务、场馆交通、人员安

全防护等方面都已明确了相关标准和

措施，我们将全力保障冬奥交通安全高

效运行。”

北京冬奥会抵离及交通服务筹备有序推进

11 月下旬寒潮南袭，远在珠江口

东南、伶仃洋深处的担杆岛也迎来了

明显降温。

“别急，天这么冷，猴子还在睡觉，

不会来的。”在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

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营地，保育护林员、

退 役 军 人 刘 清 伟 叫 住 刚 拖 上 一 袋 玉

米、准备去喂猴子的张小华。

直等到上午 10 点多，太阳烤得地

面暖烘烘的，他俩才带着食物来到岛

中废弃的营房操场上。只一喊，隐没

在周遭深山密林中的野生猕猴纷纷聚

拢过来，熟练地捡食起地上的玉米粒，

对 身 边 一 身 迷 彩 服 的 刘 清 伟 十 分 亲

近，一点都不害怕。

在这个离珠海市区约 47 海里的孤

岛上，刘清伟一待就是 32 年。1989 年，

广东省政府批准成立担杆岛猕猴自然

保护区。正逢刘清伟退役，部队领导

询问他是否愿意去艰苦的海岛护林，

他答得很坚决：“部队安排我去哪里都

行，我不怕辛苦！”

刚到岛上，刘清伟眼前一片亮丽

景象：罗汉松、黄杨郁郁葱葱，野生猕

猴在林木间跳窜。但再好的生态也藏

不 住 苦 日 子 —— 刘 清 伟 住 的 是 石 头

房，没有窗户就凿壁开窗；没有蔬菜，

就开荒种菜；没有电，就点煤油灯；没

有自来水，就把带泥味的山沟水沉淀

了再喝……而说到亲人，他顿了一下，

“没有通信，只能把思念留在心里了。”

作为保育员、护林员，刘清伟的主

要保护对象为海岛森林生态环境及其

野 生 动 植 物 ，严 防 盗 采 盗 伐 、盗 猎 偷

猎。苦日子中，给他带来无穷乐趣的，

还是岛上的 2000 多只猴子。

刚到岛上时，他因不了解野生猕

猴的习性常被咬伤。

1996 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上

山寻找猴群。当时刚下过雨，山路泥

泞。在一片密林里，他们发现一队正

在 迁 徙 的 猴 群 。 跟 随 猴 群 走 到 悬 崖

边时，刘清伟不小心踩到一块松动的

石头，沿着崖壁滚落到落差 30 多米的

山下……

“这样的危险不少。好在这些年，

海岛生态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岛上

的工作生活条件不断变好；更重要的

是，这么多年朝夕相处，猕猴们早已和

我很亲近了。它们离不开我，我也离

不 开 它 们 。”刘 清 伟 笑 着 说 。 围 绕 猕

猴，他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和资料，

一眼看去就能分辨猕猴的年龄和喜怒

哀乐。

除了喂养猕猴，刘清伟还保护着

岛上的罗汉松、黄杨等珍贵植物。一

天傍晚，他巡海时发现一伙不法分子

正往船上搬运盗挖的罗汉松。面对对

方 500 马力的大船，他开着 40 马力的

小快艇，不顾一切地追上去，差点被盗

挖分子的大船撞翻。危急之下，他迅

速 联 系 周 边 渔 船 求 援 ，将 不 法 分 子

围住。

“罗汉松是国家的，我必须全力保

护。”在刘清伟和队友的共同努力下，保

护区与部队、居民共建联防机制，有效

地遏制了盗挖罗汉松和黄杨的现象。

32 年来，刘清伟每天在藤缠树拦、

荆棘丛生中巡山二三十公里；协助抓获

不法分子 160 多人，追回被盗挖的罗汉

松、黄杨等珍贵植物 2000 多棵。在刘

清伟和队友的共同努力下，如今担杆岛

森林覆盖率从不足 50%增长到 96%。

因为环境艰苦，一茬茬护林员上

岛不久就离开了，只有刘清伟坚守下

来。谈起今后的打算，他说，“岛上一

草一木，都已融入生命！我这辈子不

走了，就守着海岛！”

刘清伟—

坚守海岛 保护生态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十一”期间，广东省佛山市高明

区荷城街道石洲村游客众多，自驾游

小车停满村头。赏花鸟、品美食、住民

宿，一帧帧田园风光照通过微信传向

四面八方……

两年前，石洲村发动村民清垃圾、

拆危屋、种花草，修缮古建筑、祠堂、民

居，新建绿道、公园、村史馆，村貌焕然

一新，“花里石洲”成了网红景点。与

石洲村一样，高明许多普通村庄经过

整治，“颜值”提升，旅游观光者络绎不

绝。今年 1—9 月，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和 旅 游 收 入 比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201%、191%。

“点点美”，变为“处处美”

高明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六

山一水三分田”，远离中心城市，城乡

发展不平衡。如何“破局”？高明扬长

避短，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着手，释放

农村发展活力。

过去 3 年，高明整治田间破旧“看

护房”1124 间、缩减桉树面积 6 万多亩；

改造 284 公里高速公路和国省县道沿

线景观；大力推动村居建设，实现巷道

硬化、自来水供应、村庄保洁、污水处

理以及快递下乡、体育设施、4G 网络

和光纤网络覆盖。

“全区所有村居达到干净整洁标

准，大部分建成美丽宜居村，村民生产

生活水平提高、创新创业激情高涨。”

高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邓卫华说，全

区建成 4 个区级示范村、8 个市级乡村

振兴示范村、4 个“百里芳华”乡村振兴

示范带项目。

村居环境美化带旺乡村旅游业。

高明顺势推出“生态+融合+共享”全

域旅游发展理念，系统整合产业、生态

环境、公共服务、城乡建设等资源，打

造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重 要 休 闲 旅 游 目 的

地、国家轻度假旅游目的地。

“山林水共生、城产旅融合。”今年

年初，高明进一步提出“全域提升乡村

人居环境”，“美丽城市”“美丽乡村”

“美丽河湖”“美丽园区”“美丽廊道”

“美丽山林”建设齐头并进，串点成片、

连片成带，从“点点美”变为“处处美”。

“生态美”，还要“产业美”

去年，“凌云花谷”项目落户石洲

村，规划占地约 1 万亩、总投资 30 亿元，

集花卉种植、交易、康养、科普、旅游等

于一体，打造“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田

园综合体。村民们土地出租，门口就

业，收入一年比一年多。村集体年收入

从以前 800万元增至 1900万元。

“凌云花谷”是高明做强产业、留

住乡愁的典型缩影。近年来，高明加

速 农 村 土 地 流 转 ，规 范 经 营 ，集 约 开

发，建设了一批“小而优小而美”的精

品产业园。

此外，高明还统筹整合 10 万亩农

用地，高标准建设观光农业基地，重点

布局发展三大“万亩工程”和两大“千

亩工程”，即“万亩稻田”“万亩花海”

“万亩坚果”以及“千亩茶园”“千亩粉

葛”，引领农业产业化，拓展乡村游发

展空间。截至目前，高明已引进 13 个

重大农业项目、总投资 105.5 亿元，规

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 41 家。

随着观光农业兴起，高明的农业

种植、民宿经济、乡村体验、研学旅游

等日趋兴旺，创建了盈香生态园、凌云

花谷、陌上花开、拾野川、鹏鹄蘑菇庄

园等旅游品牌，初步形成“乡村旅游+”

的全景体验、全程消费、全业融合的新

格局。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高明现在拥有 3 个国

家级生态镇、12 个省级宜居社区、1 个

中国森林体验基地、2 个 4A 级旅游景

区、1 个 3A 级旅游景区、1 个自然保护

区、15 个森林公园、3 个湿地公园，跻身

广 东 省 首 批 国 家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县

（区）、广 东 省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之 列 。

全区 11 个试点社（组）集体经济年收入

均从不足 10 万元增至 100 万元以上。

“外在美”，更重“内在美”

高明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推

进文化振兴，提升发展品位，引领农村

从“外在美”向“内在美”深化、从“环境

美”向“价值美”延伸。

这 些 年 ，高 明 统 筹 配 置 人 员 、资

金、公共服务设施等，高标准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有村居创建区级

文明村，17 个古村落活化升级。同时，

组建 39 支乡村志愿服务示范队伍，评

选 1036 个“书香家庭”“最美家庭”“好

媳妇”，连年举办“百村篮球赛”“百村

足球赛”“乡村振兴擂台赛”，弘扬传统

美德，赓续乡村文脉。

作为原粤中纵队所在地的革命老

区，高明在佛山市大力支持下，传承红

色文化，先后建成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小洞村红色教育基地等，去年接待

游客 2.5万人次。

高明以党建统领，实施村（社区）

重要事权清单管理、村级重大事项决

策“四议两公开”、村组各类组织负责

人年度述职，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水平，

增强村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去年，佛

山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高

明在全市五区中名列第一。

“我们要挖掘乡村生态优势、产业

价值、市场空间，争创国家级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示范区，努力把城乡发展不

平 衡 的 短 板 转 化 为 追 赶 超 越 的 潜 力

板，推动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明区委书记杨永泰说。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激活乡村发展潜力
本报记者 刘泰山

12 月 8 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邓村乡，生态茶园呈现翠绿风景。近年来，邓村乡坚持茶叶兴乡，着力打造茶旅田园综合

体，带动当地村民致富。 张国荣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