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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车雪橇运动被誉为“雪上 F1”，运动

员 疾 驰 在 赛 道 上 的 最 高 时 速 超 过 100 公

里，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普通人，这只能是

可望而不可即的项目吗？了解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雪游龙”的人不这么认为。作为全

世界第十七条专业雪车雪橇赛道，“雪游

龙”建设规划时，特意在赛道下方 1/3 处，

比较平缓的道边预留了一个入口。这是专

为大众设计的出发区，方便北京冬奥会后

向社会开放，让更多人能亲身感受这项运

动的魅力。

一个小入口，打开共享大门。其实，赛

后向大众开放，充分释放场馆的社会效益，

不只“雪游龙”，北京冬奥会所有新建场馆

在设计之初都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将赛后

方案前置于规划阶段，为社会共享冬奥遗

产创造了条件。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拥有亚洲最大

的人工冰面，面积达到 1.2 万平方米，赛后

可 同 时 容 纳 2000 人 同 时 上 冰 。 届 时 ，这

里将向大众开放，让“冰丝带”成为人们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标志。首钢滑雪大跳

台“雪飞天”，在赛道建设时预留出水口，

改造后可用于滑水、滑草，下方的体育广

场和观众区，特别设置了氛围照明系统，

将给观众带来与传统赛事完全不同的观

赛体验。

京张高铁连接起两地三赛区各个场馆，也构建起北京和张

家口的“一小时经济圈”。滑雪爱好者早上从北京出发，在崇礼

滑一场雪，当天就可返回。而这条“智慧高铁”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拉动作用，远不止于此——增加就业、带动旅游、助力脱

贫。从赛时的精彩瞬间，到赛前赛后的点滴变化，冬奥会的“中

国方案”，将因此长留生活、更显光彩。

从比赛场馆向社会开放，到赛事运行 100%使用绿电；从完善

城市无障碍设施，到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展……让冬奥成

果惠及大众，为城市发展树立新示范，“共享办奥”的理念体现在

方方面面，不仅服务冬奥，更着眼长远。让冬奥遗产造福社会、造

福大众，冬奥筹办的过程，由此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的轨迹，成为

创造美好生活的“助推器”。

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北京冬奥会产生的社会效

应，也将源源不断地为美好未来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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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冬奥成果惠及大众，为
城市发展树立新示范，“共享办
奥”的理念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仅服务冬奥，更着眼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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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电 （记者贺勇）冬奥通信运行指挥中心

（TTOC）近日正式对外启用，全面投入冬奥通信运行保障体系的

指挥调度工作。

冬奥通信运行指挥中心位于首钢园区秀池西侧，为服务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打造了全新的冬奥通信综合监控系统、综合故障调

度系统及网络数字运营平台。赛事期间，中心将对北京、张家口两

地三赛区全部奥运场馆及设施的通信信息网络，实行实时统一监控

（自动巡检）、统一调度、统一响应和统一服务。其中，最新投入使用

的网络数字运营平台，将针对场馆资源、冬奥租线大客户、媒体大

巴、机场高速和信息安全指标进行统一监控，将对 5G 切片业务、公

网对讲、媒体+业务等智慧冬奥的创新应用进行保障。目前，冬奥

通信运行指挥中心汇集了各领域专家 78 人，他们将在冬奥期间全

程提供包括跨域业务、国际业务的调度和响应，为所有场馆提供

7× 24 小时技术支撑服务。为确保冬奥通信网络保障工作顺利开

展，中心还应用了虚实结合的 MR（混合现实）数字化场馆监控，为

远端保障人员提供身临其境般的场馆群业务指标管理系统。

冬奥通信运行指挥中心启用

本报北京 1月 13日电 （记者潘俊强）记者从首钢滑雪大跳台

场馆运行团队获悉：13 日，国际奥委会场馆和赛事交付部负责人

泽维尔·贝克尔率队前往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赛前考察。本次考

察是国际奥委会对滑雪大跳台场馆设施整合及就绪情况的最后阶

段审议。经过近 3 小时考察，首钢滑雪大跳台顺利通过国际奥委

会审核，标志着场馆正式具备冬奥赛事保障能力，符合赛时要求。

此次考察共涉及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技术、电力、引导标识等

12 个业务领域，内容包含核酸检测室、运动员餐饮及休息和更衣

区、转播综合区、计时计分板等 33 个闭环内外不同点位。通过实

地踏勘、现场询问、视频录制等考察方式，国际奥委会专家组对大

跳台的各项工作非常满意。“自从 2021 年 4 月起，我们共接到大跳

台 8 次月度汇报，自第三次起连续 6 次被评为低风险场馆。通过今

天的考察，我们更加相信大跳台这座场馆会为北京冬奥会带来更

优质的参赛观赛体验。我们充满信心。”国际奥委会专家在考察后

表示。

首钢滑雪大跳台通过赛前考察

本报北京 1月 13日电 （记者陶相安）近日，由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东北赛区）暨第三十

一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高山滑雪、单板滑雪项目选拔赛，在吉

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落下帷幕。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作为世界

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中国代表团相关项目选拔赛，通常于每年 12 月

至次年 3 月期间开展，比赛分为东北赛区、华北赛区和总决赛 3
站。截至目前，该赛事已连续举办 8 届。

在东北赛区比赛中，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北华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黑河学院等 17 所高校

的 188 名学生运动员参加了男子、女子高山滑雪大回转和单板滑

雪平行大回转等项目角逐，各组别个人排名前八的选手获得晋级

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总决赛的资格。1 月 13 日至 14 日，华北赛

区比赛在北京万科石京龙滑雪场进行。

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举行

本报贵阳 1 月 13 日电 （记者苏滨）12
日至 18 日，贵州省第十一届运动会冬季项

目在六盘水市玉舍雪山滑雪场拉开帷幕，设

置越野滑雪、越野滑轮和陆地冰壶等比赛，

共产生 16 块金牌。这是贵州省运动会历史

上首次设立冬季项目，共吸引了全省 9 个市

州 176 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

近年来，贵州省立足地理和冬季气候，

抢抓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机遇，大

力发展冬季滑雪旅游项目，冰雪运动从无到

有、快速发展，为提前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目标做出贡献。本届省运会设

立冬季项目，积极展示了贵州冰雪运动发展

成果，带动更多群众走到户外，参与到冰雪

运动热潮中，加快冰雪运动的推广和普及，

助力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作 为 贵 州 省 冰 雪 运 动 和 冰 雪 旅 游 产

业发展的开拓者，六盘水市是省内最先建

设 滑 雪 场 的 城 市 ，目 前 拥 有 3 个 滑 雪 场 ，

打造各类雪道 21 条，连续 6 年举办贵州省

冬 季 旅 游 滑 雪 季 系 列 赛 事 活 动 和 冰 雪 运

动进校园活动，组建省内第一支冰雪运动

队 并 代 表 贵 州 省 参 加 全 国 性 赛 事 。 在 前

两日进行的越野滑雪 8 个小项比赛中，六

盘水市代表队也成为最大赢家，包揽所有

项 目 金 牌 ，贵 阳 市 代 表 队 在 男 、女 团 体 短

距 离（传 统 技 术）项 目 的 比 赛 中 均 获 得 了

银牌。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广冰雪运动的

背景下，贵州省开展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

高涨，9 个市州中已有 5 个陆续建设共 10 个

滑雪场（馆），为冰雪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坚

实的设施基础。“现在条件好了，跟过去相

比 ，我 们 自 身 的 技 术 提 高 了 不 少 ，也 在 进

步。”贵阳市代表队带队教练吴秀佳说，随

着冰雪运动的不断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会有更多贵州运动员登上冬奥会这样

的大舞台。

贵州省运动会首设冬季项目
9个市州176名运动员参赛

本版责编：程聚新 唐天奕 高 佶

本报北京 1 月 13 日电 （记者孙龙飞）

当地时间 12 日，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站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赛在美国鹿谷结

束。男子组比赛中，中国男队选手王心迪、

杨龙啸和孙佳旭包揽前三名；女子组比赛

中，中国女队选手孔凡钰获得亚军。

根据北京冬奥会比赛规则，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项目男子组和女子组各有 25个参赛

名额，每支队伍的满额参赛席位为男、女各 4
个。本站世界杯比赛结束后，中国队孙佳旭、

贾宗洋、杨龙啸、齐广璞和王心迪 5 名男子运

动员，以及徐梦桃、孔凡钰、邵琪 3名女子运动

员的实时积分排名超过了参赛资格线。

左图：王心迪在男子组比赛中以 122.62
分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上图：孔凡钰在女子组比赛中以 84.58
分获得亚军。 新华社发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美国鹿谷站

中国男队包揽冠亚季军
中国女队收获一枚银牌

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四

大办奥理念之一。在国新办 1 月 13 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组

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筹办 6 年多来，绿色

办奥理念落实到筹办工作全过程，将筹办工

作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紧密结合，促进了地

区生态环境改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

成了一批可持续成果。

发布会公布了《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

报告（赛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国际残

奥委会主席帕森斯给予高度评价，并发来祝

贺视频。

环境正影响——
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

场馆，从源头减少碳排放，
所有场馆均达到绿色建筑
标准

“我们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把‘大

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社会责任指南’3 个国际标准进行整合，建

立了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管理体系。”北京

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森说。

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场馆，从源头减少

碳排放，所有场馆均达到绿色建筑标准，4
个冰上场馆使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建成

超 5 万平方米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全面使用

低碳能源，赛时全部场馆常规能源 100%使

用绿电。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

介绍，从 2019 年 6 月第一笔绿电交易开始，

到 2022 年冬残奥会结束，北京、延庆、张家

口 3 个赛区的场馆预计使用绿电 4 亿千瓦

时，可减少燃烧标准煤 12.8 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32 万吨。

人工造雪是使赛道状态稳定、确保运动

员无论出发顺序如何都能享受到公平比赛

条件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工作。北京冬奥组

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说，北京冬奥会人工造

雪系统采用目前世界最先进的高效节水人

工造雪设备和智能化造雪系统。总体来看，

人工造雪需水量有限，不会对区域用水安全

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张家口赛区通过收集地表径流、雪融水

等举措，实现造雪用水和保护生态环境双

赢。“我们在云顶场馆群、古杨树场馆群建成

了 11 个露天蓄水池、地下雪融水收集池以

及小景观湖，总蓄水量达 53 万立方米，为造

雪提供有力用水支撑。”河北省张家口市副

市长刘海峰说。

区域新发展——
筹办冬奥会对北京、

张家口两地发展起到积极
促进作用

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建成通车，实现了

交通设施相联相通；两地协同治沙、治水、治

气，实现了区域环境联防联治；基础性公共

设施加速布局，公共服务水平整体提升，实

现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首钢打造“城市复

兴新地标”，延庆建设“最美冬奥城”，张家口

打造“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筹办冬

奥会对北京、张家口两地发展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延庆赛区核心区过去是无路、无水、无

电、无通信的“四无”山区，在北京冬奥会三

大赛区中建设难度最大。如今的延庆，“冰

雪 +旅游”产业正如火如荼地发展。北京

市延庆区区长于波介绍，当地开展了 10 万

人次的培训，带动 7000 多人实现家门口高

质量就业。特别是组建了以赛区周边村民

为主的海陀农民滑雪队，目前已有近百名

队员，其中有 30 多人取得了专业机构认定

的资格证书，当上了滑雪教练员、裁判员、

运动员。当地农民真正吃上了“冰雪饭”，

为 就 近 就 业 、就 地 增 收 开 了 好 头 、起 了

好步。

崇礼的外向度越来越高，群众的自豪感

和荣誉感越来越强，自发建设美丽家乡、主

动奉献服务冬奥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刘海

峰说：“据不完全统计，崇礼目前每 5 个人之

中就有 1 个人从事和冰雪相关的工作，超过

3 万人直接或间接进入冰雪产业和旅游行

业，端上了‘雪饭碗’，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

提升。”

生活更美好——
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
容，也是冬奥筹办的应有
之义

6 年多来，借助冬奥筹办带来的发展机

遇，人民生活更便利，发展机会更充裕，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冰雪运动普及发

展带动全民健身，塑造健康生活方式，提升

了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群众的生活品

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冬奥筹办

的应有之义。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数据，全国居民

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已经达 3.46 亿，“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已经成为现

实。为满足广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需要，

各地体育部门不断加大对体育社会指导员

或冰雪运动基层教练员的培养，北京已达

2.3 万人，张家口达 2 万人以上。

场馆赛后利用方面，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也给出“中国方案”。李森介绍，所有新

建场馆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如何

向公众开放的问题，将向社会大众体育健身

提供服务。例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冰

面是 1.2 万平方米的全冰面设计，速度滑冰

主要利用外圈 400 米跑道，场芯部分将有两

块 标 准 冰 场 ，赛 后 可 同 时 容 纳 2000 人 上

冰。延庆和张家口赛区充分考虑了春、夏、

秋三季运营问题，利用赛区人文历史和自然

生态优势，开展户外运动项目，如健身跑、越

野跑、山地自行车、登山攀岩等，并加快发展

区域特色旅游休闲、山地度假、户外运动等

产业，实现场馆四季运营。

据介绍，冬奥村（冬残奥村）已经成为绿

色、健康、宜居、智慧化的可持续人居环境样

板，不仅可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提供

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也为建筑行业的发展

树立了样板。“绿色建筑已经成为我国建筑

行业通用要求，将来在城市建设中会持续运

用。”刘玉民说。

绿色办奥理念落实到筹办工作全过程
形成了一批可持续成果

本报记者 范佳元

■■权威发布权威发布R

■■走向冬奥走向冬奥R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光伏发电现场。 胡庆明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