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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落幕的“相约北京”国内冰球测试活动海

淀赛区比赛为期 3 天，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

团队志愿者经理陈大鹏和 236 名志愿者为之奋战

了 25 天。从赛前志愿者各项培训到最后完成赛

时专业服务，运动员、技术官员及各方面服务对象

的点赞，是对他们的最佳褒奖。

今年是陈大鹏参与志愿服务的第二十年，从

一名青涩志愿者成长为冬奥场馆运行团队志愿

者经理，一段重要经历就是参与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志愿服务。而今，他即将迎来志愿者生涯中

另一个重要时刻：“我要带着心中的理想与热情，

全力投入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以责任凝聚志愿队伍

镜头：2008 年，北京奥运会柔道、跆拳道比赛

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陈大鹏参与组建了约

200人的校园志愿服务队，其中既有退休教师也有

青年学生。如今，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者让队伍更

为壮大，也带来了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专业的技能。

2020 年 11 月初，北京科技大学推荐 20 名教

师加入北京冬奥会五棵松体育中心志愿者队伍，

陈大鹏担任志愿者业务领域经理。“志愿服务是

历届奥运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要用行动

展示‘双奥之城’的魅力。”再一次在“家门口”服

务奥运会，陈大鹏深知“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第一天来到五棵松体育中心集中办公，办公

用品和工作电脑还未布设好，大家的工作已经热

火朝天地展开。陈大鹏拿着手机，在观众坐席和

北京冬奥组委的同事连线进行视频会议。“看到

我一个人坐在‘超大会议室’里参会，伙伴们用掌

声给我鼓励。我知道，不论身处何地，大家都在

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在 4 月的“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中，

五棵松体育中心迎来“观众压力测试”。对标奥运

实战，近千名观众如何平稳有序进出，考验着志愿

者队伍和场馆运行、安保、技术等多个环节的协调

配合。为了制定最佳方案，一直到压力测试的前

夜，陈大鹏还在和团队伙伴进行头脑风暴，对着场

馆平面图反复推演，讨论结束时已是深夜。

“精益求精是我们的态度，力争完美是我们

的追求。”陈大鹏说，在今年的两次测试活动中，

五棵松体育中心志愿者队伍积极“备考”，把各业

务领域工作深度融入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全力

应对挑战，在技术专业程度、任务执行力以及处

事应变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用微笑传递服务热情

镜头：北京奥运会期间，骄阳下志愿者脸上洋

溢的笑容，让陈大鹏至今难忘。如今，冬奥志愿者

在工作中勇于担当，用微笑打造属于“双奥之城”

的全新名片。陈大鹏感慨，2008 年种下的志愿服

务种子，已经深深扎根。

11 月 7 日至 10 日，“相约北京”国内冰球测试

活动海淀赛区比赛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举行。志愿

服务工作涉及赛事服务、礼宾和语言服务、交通、

技术等 18 个业务领域。236 名志愿者各司其职，

确保了测试活动期间各项工作高效运转。

测试活动期间，最早行动的志愿者早上 6 点

就要从驻地酒店乘班车到达场馆，最晚要等到晚

上 11 点半才能离场；一些在室外进行的工作，还

要面对低温雨雪等恶劣天气条件。“队伍中没有人

打退堂鼓，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得到了服

务对象的认可。”陈大鹏说。

为了保障志愿服务工作，场馆提供了良好的

餐饮、交通、住宿条件。陈大鹏全天候关注着团

队成员的状态，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志愿者身上

那股热忱在团队内部传递，也深深触动着他。

在陈大鹏看来，志愿者的微笑，温暖着这个

冬天。这份动人的微笑传承自 2008 年。在北京

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期间，8 万名赛会志愿者、40
万名城市志愿者、100 万名社会志愿者积极践行

“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口号，投身于志愿服

务，为赛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冬奥志愿服

务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自北京冬奥会

赛 会 志 愿 者 启 动 报 名 以 来 ，报 名 人 数 超 过 100
万，近两万人将投入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志愿服务中。

让青年唱响志愿之歌

镜头：在五棵松体育中心训练馆，志愿者之

家被布置得格外温馨。2022 年，北京冬奥会正值

农历春节，届时这里还将挂上火红灯笼。陈大鹏

说，志愿者队伍的构成越来越年轻，他们的蓬勃

朝气将为北京冬奥会带来一股新风尚。

据统计，在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的报名者

中，18—35 岁人群占比超过 95%。北京冬奥组委

及各赛区、各场馆的运行团队中，青年也占了相

当的比重。北京冬奥会期间，五棵松体育中心将

迎来 652 名志愿者，其中 548 人来自北京市的 10
所高校，是团队中的主力。

和年轻人共事，让陈大鹏觉得自己也变得年

轻了：“当代青年肯吃苦、有活力，而且脑子活络，

常在工作中迸发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五棵松，一起向未来！”11 月 10 日，“相约北

京”国内冰球测试活动海淀赛区比赛圆满结束，

一 场 特 殊 的 灯 光 秀 在 五 棵 松 体 育 中 心 激 情 上

演。当晚，赛场中心主屏幕上轮播着志愿者的工

作照片，场馆运行团队为 11 月过生日的工作人

员、志愿者集体庆贺，生日歌响彻全场。“志愿者

全情投入，我们也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冬奥的温

情。”陈大鹏说。

“相信冬奥志愿者工作会激发群众对冰雪运

动的参与热情，尤其是广大年轻人。”随着北京冬

奥会的脚步日益临近，陈大鹏也期待着在一座座

崭新的场馆里见证新的动人故事，更希望这些故

事能激励和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志愿者经理陈大鹏—

奉献热忱服务 展现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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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志愿服务 20年，陈大鹏
从一名青涩志愿者成长为冬奥
场馆运行团队志愿者经理，一段
重要经历就是参与 2008年北京
奥运会志愿服务。而今，他即将
迎来志愿者生涯中另一个重要
时刻：“我要带着心中的理想与
热情，全力投入北京冬奥会的志
愿服务工作。”

本报北京 12 月 13 日

电 （记者贺勇、潘俊强）

伴随着造雪设备的开启，

首 钢 滑 雪 大 跳 台 12 日 正

式启动造雪工作。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9 台 造 雪 设 备 已 在 预 定

摆放位置开始作业，另有 2 台设备留作备用，14
人的造雪团队已经就位。整个造雪期，首钢滑

雪大跳台赛道造雪面积约为 4190 平方米，储雪

区 面 积 1000 平 方 米 ，造 雪 总 量 为 1.15 万 立 方

米，其中助滑道 720 立方米，起跳区、着陆坡、落

地 区 7200 立 方 米 ，储 雪 3600 立 方 米 。“ 我 们 预

计 在 2022 年 1 月 20 日 左 右 完 成 造 雪 任 务 。”首

钢 滑 雪 大 跳 台 场 馆 运 行 团 队 后 勤 副 主 任 金 洪

利说。

据首钢滑雪大跳台电力保障团队电力副经

理张琳介绍，在造雪工作开展前，保障团队已协

同场馆方，对造雪方案、赛道保雪方案、造雪系统

等 进 行 专 题 研 究 并 提 出

电力设备防护方案，确保

造 雪 工 作 在 不 同 气 温 条

件下如期完成。

随着造雪工作的全面展开，首钢滑雪大跳

台 的 形 象 景 观 、引 导 标 识 、光 纤 线 缆 、转 播 平

台、临时设施搭建也都进入收官冲刺状态。“在

北京冬奥组委、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以及首钢业

主三方的支持协助下，场馆运行团队各项工作

都 在 加 速 推 进 。”首 钢 滑 雪 大 跳 台 场 馆 主 任 宋

世媛说。

首钢滑雪大跳台造雪工作正式启动

本报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刘硕阳）第

十届奥林匹克峰会 11 日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

举行。峰会公告指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开

启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代，峰会坚决反对将奥

林匹克运动与体育“政治化”，并且强调了国际

奥委会、奥运会以及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保持政

治中立的重要性。

本次峰会的参会代表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4 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以及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地区）奥委

会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的代表。

峰会上，代表们听取了北京冬奥会最后阶

段的筹备工作报告。峰会公告指出，北京冬奥

会的举办将开启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代。中国

提出要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将使得全球

冬季运动的开展迈向新高度。

峰会公告对任何将奥运会和体育运动“政

治化”的行为表示了坚决反对，并且强调了国际

奥委会、奥运会以及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保持政

治中立的重要性。

本次峰会还讨论了未来几届奥运会举办的

相关事项以及反腐败和反兴奋剂等话题。

第十届奥林匹克峰会：

与会代表听取北京冬奥会最后阶段筹备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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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志愿者经

理陈大鹏。 袁小海摄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开启全球

冬季运动的新时代。”第十届奥林匹克

峰会公告如是指出，既是对北京冬奥

会筹办工作的认可，更是对中国冰雪

运动发展的肯定。

随 着 北 京 冬 奥 会 筹 办 工 作 的 推

进，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日益高

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让越

来越多人走进冰雪运动场地、拥抱冬

季运动项目，“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愿景正成为现实。

在河北崇礼，众多雪场推出种类

丰富的优惠活动，吸引着更多人感受

冰雪乐趣；辽宁阜新奥体冰上运动中心作为“百

城千冰计划”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冰场，为众

多滑冰爱好者提供了就近参与冰雪运动的便

利；云南会泽大海草山滑雪场和轿子雪山滑雪

场相继建立，腾冲启迪冰上运动中心

打造集花滑、速滑、滑冰场地于一体

的综合性场馆——从北到南，冰雪热

情，温度不减。

大众的冰雪热情，也成为推动中

国冰雪经济发展的动力。国产首台

压雪车和雪蜡车交付使用，打破了冰

雪装备器材产业的“进口依赖”；国产

造雪机、智能滑雪机、索道亮相各大

雪场；冰雪场馆、冰雪小镇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中国冰雪经济正伴随

着北京冬奥会的“东风”吹响高质量

发展的号角。

中国冰雪健儿奋力拼搏，在赛场

上继续引爆冰雪热情。近期在世界各

地举行的多项世界杯赛事中，中国选

手斩获颇丰。谷爱凌夺得 2021—2022
赛季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铜

山站冠军，蔡雪桐在单板滑雪 U 型场

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上摘金，由徐梦

桃、齐广璞、孙佳旭组成的中国队站上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鲁卡

站男女混合团体项目的最高领奖台。

出色的竞技成绩，让人们对北京冬奥

会抱有更多期待；选手的优秀表现，也

会激发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冰雪经济活

力迸发、冰雪健儿佳绩频传，每一名参与者，都

满 怀 对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憧 憬 、对 冰 雪 运 动 的 热

爱。“双奥之城”正发出“一起向未来”的邀约，冰

雪热情正由此散发，传播各地，将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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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将开启全球冬季运动的
新时代——冰雪运动推
广普及、冰雪经济活力迸
发、冰雪健儿佳绩频传，
每一名参与者，都满怀对
北京冬奥会的憧憬、对冰
雪运动的热爱

本报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季芳）国际

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 13 日发

布第二版《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

手册》，内容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关心的信息，

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加透明。

第二版防疫手册对第一版进行了补充，在疫

苗接种、海关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

冬奥赛时、闭环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

信息。手册还包括“注意事项”部分，有助于指

导利益相关方顺利度过赛事期间的每个阶段。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

夫·杜比表示：“我们与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

奥组委一起，与卫生和体育赛事交付领域的世

界顶级专家紧密合作，最终确定了必要的疫情

防控措施，以确保北京冬奥会安全成功举办。”

第二版防疫手册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关心

的信息，以及 10 月以来多场吹风会上反馈的信

息，通过这种方式，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加透明，

确保所有参与者通过参与制定过程，了解其需要

遵守的具体规则。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

书长韩子荣说：“防疫手册所述措施依据疫情防

控最新科研成果、专家意见和其他国际赛事经验

制定，我们相信这些应对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疫情

风险，既保证运动员和所有涉奥人员安全、便利

地参加训练、比赛和工作，也能保护中国民众的

健康安全。希望大家都能严格遵守，共同努力

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