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下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宛如漂

亮的“水晶鞋”，在灯光的映射下流光溢

彩。这样的美丽场景被刘兴华用相机

拍下来，照片摆放在首钢园区办公室显

眼的位置。业余时间，他喜欢用镜头记

录这里的一草一木。他说：“作为参与

筹办双奥的工作人员，对‘双奥之城’的

变化，总有一种自豪感。”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刘兴华主要

负责赛会的物流工作；如今，他作为北

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遗产管理工作

的负责人，带领团队在新的领域开展

工作。

从全力保障到超前谋划

镜头：北京奥运会开幕当晚，刘兴

华和同事们在奥运物流中心库房的电

视机前观看开幕式。看到一半，大家就

忙碌了起来。开幕式后，国家体育场

“鸟巢”将举办田径比赛，刘兴华和同事

忙了个通宵，顺利完成了开幕式道具与

比赛器材间的转换。从夏奥会到冬奥

会，正是千千万万幕后工作者的不懈努

力，铸就了“双奥之城”的别样精彩。

看到冬奥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不停

跳跃，刘兴华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

快。”自 2017 年 9 月，北京冬奥组委总体

策划部遗产管理处成立以来，担任处长

的他带领团队全身心投入工作。

北京冬奥会在筹办早期就融入了

遗产规划和管理理念，这是一项创新性

举 措 ，对 刘 兴 华 团 队 而 言 ，也 意 味 着

挑战。

北京是奥运史上首个“双奥之城”，

北京冬奥会筹办，夏奥会的许多遗产继

续在冬奥舞台发挥作用。“最明显的就

是奥运场馆，北京赛区 13 个场馆中有

11 个是夏奥遗产的再利用，我们在奥

运遗产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好的做

法。”刘兴华表示，相比夏奥会，北京冬

奥会的遗产工作做到了超前谋划、统筹

规划、贯穿筹办全过程，反映出时代的

发展。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没有单独

的遗产管理部门，现在不管是国际奥

委会还是北京冬奥组委，都更加重视

这项工作。”他说。刘兴华和团队关心

筹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场馆赛后

利 用 、冰 雪 运 动 推 广 ，到 奥 运 人 才 培

养、办赛标准创新、区域协同发展……

在 他 看 来 ，遗 产 工 作 早 规 划 、科 学 规

划，才能形成长久效益。

从刻苦钻研到精益求精

镜头：刘兴华办公室的墙上，贴着

几张图纸，上面印着北京 2022 遗产战

略计划。进出办公室时，他总是凝视着

计划表，心里盘算着工作进度。几年

来，一项项工作计划成为现实。经历两

个奥运周期，奥运印记已融入城市发

展中。

北京冬奥会筹办已经进入冲刺阶

段，刘兴华和同事们经常加班到很晚。

和大家一起奋斗的日子，让他不时回想

起 2008 年那些同样“为奥运而战”的日

日夜夜。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刘兴华在北

京奥组委物流部工作，负责奥运物资、

体育器材、技术设备的管理运送等工

作。“奥运物资保障需要制订周密的计

划，做到零失误、零差错。”刘兴华说，当

年那股刻苦钻研的劲儿如今也延续到

冬奥筹办工作中。“遗产工作是新领域，

工作压力大时，总会有一股力量在支撑

我，我们这些参与双奥筹办的人都怀有

同样的热情。”

总结、梳理筹办过程中的可持续发

展成果，刘兴华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时

代的进步。“冬奥筹办过程注重落实可

持续理念，比如‘冰丝带’1.2 万平方米

的冰面设计就为赛后使用预留了空间，

可以实现分区制冷、照明，既做到了节

能环保，又能满足冰上赛事和群众的冰

上健身需求。”他说。

冬奥筹办在场馆设施、人才建设、

知识传承、城市发展等多方面从 2008
年夏奥遗产中受益。但冬季项目相比

夏季项目专业性更强，受天气、地形影

响更大，冬奥筹办也更具挑战性。“有时

候需要恶补知识盲区，比如冬奥气象服

务，要进一步提升预测精度。其中有哪

些突破和创新能够形成服务标准，引领

行业发展，这些都是遗产工作要考虑的

内容。”刘兴华说。

从记录变化到畅想未来

镜头：12 月 10 日，下班时已是深

夜，刘兴华拿起了相机，拍摄夜幕中的

首钢大跳台。还有 50 多天，北京冬奥

会即将拉开大幕。从首钢园、“冰丝

带”，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冬奥村……

他用镜头记录着筹办冬奥以来城市的

变化，也畅想着城市未来的新发展。

2019 年 2 月，《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发布，明确

了北京冬奥会将从体育、经济、社会、文

化、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 7 个方

面创造丰厚遗产。

科技应用成为冬奥筹办过程中的

一大亮点。 5G 通信、8K 转播、智能场

馆、智慧观赛、VR/AR 技术、无人驾驶

等会在冬奥赛场应用。随着绿色、共

享 、开 放 、廉 洁 的 办 奥 理 念 的 贯 彻 落

实，以筹办冬奥为契机，城市的高质量

发展也将注入新动力。首钢的工业遗

存经过改造升级，成了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多次提及并高度评价的“中国

范本”。

北 京 冬 奥 会 后 ，刘 兴 华 和 团 队

还 将 继 续 梳 理 、总 结 冬 奥 筹 办 成 果 ，

“ 按 照 国 际 奥 委 会 要 求 ，我 们 要 一 直

评 估 到 赛 后 第 五 年 ，有 些 成 果 需 要

时 间 的 沉 淀 才 能 显 现 出 来 。”今 年 6
月 23 日 发 布 的《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中已经

将 冰 雪 运 动 普 及 发 展 、城 市 更 新 、科

技 冬 奥 、可 持 续 发 展 等 方 面 取 得 的

丰 硕 成 果 列 在 其 中 。 刘 兴 华 说 ，他

们 的 工作浓缩精华，需要团队付出更

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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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刘兴华主要负责赛会的物
流工作；如今，他作为北京
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遗产
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带领
团队在新的领域开展工
作。从夏奥会到冬奥会，
正是千千万万幕后工作者
的不懈努力，铸就了“双奥
之城”的别样精彩。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 者王

亮）日前，国际雪联多个项目的世界杯赛

事在世界多地进行。谷爱凌、蔡雪桐、徐

梦桃等中国选手发挥出色，佳绩频传。

当地时间 10 日，2021—2022 赛季自

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比

赛落幕。谷爱凌以 90.50 分的成绩夺得

女子组冠军。此前，谷爱凌还在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世界杯中摘得桂冠。

当地时间 11 日，在 2021—2022 赛季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比

赛中，现世界排名第二的蔡雪桐以 80.50
分夺得女子组冠军。受疫情影响，中国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国家集训队在上赛季

未能参加国际雪联赛事。本站比赛，是

中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国家集训队本赛

季的首次亮相。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女混合团体

项目是北京冬奥会新增项目。当地时间

11 日，2021—2022 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世界杯分站赛在芬兰鲁卡举行。由

徐梦桃、齐广璞、孙佳旭组成的中国队以

354.87 分的成绩获得该项目冠军。这也

是本赛季中国队第二次在世界杯分站赛

该项目上获得冠军。在该站的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个人比赛中，徐梦桃发挥稳

定，两次决赛分别获得一银一铜。

国际雪联多项赛事举行

中国选手佳绩频传

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推

广普及我国冰雪运动提供了良好机

遇，“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

景正逐渐成为现实，大众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日渐高涨，冰雪运动走入中

小学校园，孩子们在学习之余，也多了

一份冰雪运动的乐趣。

看到运动员在雪场上翻飞起落，在

冰场内翩翩起舞……对细节的把握、对

姿态的控制丝丝入扣，运动员潇洒的动

作吸引着更多年轻人走进冰场、走向雪

场。对中小学生来说，参与冰雪运动不

仅能学习运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也

能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挑战自我、克

服困难的意志品质。对学校来说，冰雪

运动进校园，也可以丰富校园体育活

动，活跃校园体育文化。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冰雪运

动“南展西扩东进”，越来越多的孩子有

条件接触冰雪运动、体验冰雪运动乐

趣。冰雪资源丰富的吉林省，近年来积

极开展“百万学生逐雪嬉冰”活动，很多

学校的操场到冬天改造为室外冰场和

雪道，让孩子们充分享受冰雪运动乐

趣。在上海市，滑轮、旱地冰壶等旱地

冰雪项目备受学生青睐。同时，各中

小学还与专业冰场、雪场合作推广冰

雪项目。有了专业场地设施、高水平

教练，校园冰雪运动对学生的吸引力

自然提高。对冰雪场馆而言，与学校

合作不仅提升了场馆利用率，更带动

了项目发展，探索了场馆运营新模式。

校园冰雪运动蓬勃开展，场馆资源有效

利用，合作带来的是共赢。

其实，冰雪运动进校园产生的积

极影响不止于此。无论是竞技体育选

材，还是冰雪产业发展，都需要扩大参

与冰雪运动的人群规模。这需要体

育、教育部门密切合作，并联合多方力

量，在经费、师资、场地等多个方面为

孩子们参与冰雪运动提供更多便利，

助力校园冰雪运动的开展，在更多孩

子心里播下冰雪运动的种子。

让更多孩子享受冰雪运动乐趣
李 洋

■■体坛观澜体坛观澜R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刘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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