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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者孙龙

飞、季芳）北京冬奥组委 19 日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

（2022）》，内容包括体育、经济、社会、文

化、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 7 个单册

遗产报告。

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颁布后首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

奥运遗产的奥运会。创造丰厚的冬奥遗

产，为主办城市和广大民众带来长期、积

极的收益，是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

会指导下，北京冬奥组委与国家有关部

门、主办城市、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利

益相关方密切协作，全面落实“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制定实施了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

略计划》，努力从体育、经济、社会、文化、

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 7 个方面、35
个领域创造冬奥遗产。截至目前，北京

冬奥会遗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多方面

筹办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的冬奥遗产，

广大人民群众提前受益，带动了城市和

地区发展，开创了奥林匹克运动与主办

城市和区域共赢发展的新局面。

为向全社会宣传展示北京冬奥会筹

办遗产成果，北京冬奥组委同北京体育

大学编制完成了遗产报告集，以图文形

式反映北京冬奥会自 2015 年申办成功以

来遗产战略计划实施情况，呈现了北京

冬奥会在促进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冰雪

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社会文明进步、奥

林匹克和冰雪文化普及推广、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主办城市高质量发展、京津冀

区域协同发展等 7方面产生的遗产成果。

本次发布的遗产报告集是赛前遗产

报告，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将有

更多筹办成果持续转化为冬奥遗产，持

久造福人民群众生活，为城市和区域可

持续发展带来长期收益。

据悉，冬奥会期间，北京冬奥组委将与国际奥委会共同发布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例报告集（2022）》，集中

展示筹办工作中最具代表性、创新性和传承示范效应的遗产成

果和生动实践。后续，北京冬奥组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做好冬奥

遗产传承利用工作，陆续发布赛后遗产报告，评估和宣传北京冬

奥会的持久影响力和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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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王昊男）根据北京市交管部门

《关于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北京市设置奥林匹克专用

车道有关事项的通告》，奥林匹克专用车道 1月 21日将正式启用。

奥林匹克专用车道是指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在竞

赛场馆、非竞赛场馆以及相关设施之间，供服务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机动车使用的专用车道。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分阶段启用奥林匹克专用

车道：1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涉及 42 条道路、239.5 公里；2 月 26
日至 3 月 16 日，涉及 29 条道路、196.7 公里。除京礼高速奥运专

用车道全天启用外，其他奥运专用车道均为 6 时至 24 时启用。

根据规定，奥林匹克专用车道启用期间，只准许 3 类车在专

用车道内通行：一是持有奥运专用证件的车辆；二是持有开（闭）

幕式及其彩排车证的车辆，可在活动当日通行；三是执行紧急任

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奥林匹克专用车道

启用时段，机动车可以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

上图：北京市北辰西路的奥林匹克专用车道标识牌。

陈晓根摄（影像中国）

北京市奥林匹克专用车道 21日启用

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潘俊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

首钢滑雪大跳台起跳台近日搭建完毕，赛道塑形工作基本完成，赛

道将于北京冬奥会赛前正式交付。

根据国际雪联参数标准，二次塑形专家依照单板滑雪大跳

台、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赛道设计方案，对起跳台的位置、高度、仰

角、抛物线长度和角度等进行精准塑形。

根据现场测量，起跳台的搭建高度近 4 米，起跳台和着陆坡

的坡度近 40 度，结束区的长度近 30 米。“两个坡度的设计，一个

是助力起跳，另一个是与运动员下降角度吻合，最大程度保护运

动员。”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赵炜说。

首钢滑雪大跳台赛道塑形基本完成

越野滑雪 8 个小项，所有金牌收入囊中。

陆地冰壶 2 个小项，成功斩获一金一银。

贵州省第十一届运动会冬季项目比赛 1
月 17 日暂告段落，六盘水市代表队在参与的

10 项比赛中夺得 9 个冠军。这是贵州省运

动会首次设立冬季项目，9 个市州 176 名运

动员同台竞技，六盘水如何脱颖而出？

“队员上雪时间多，后勤有保障，成绩自

然差不了。”六盘水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王波

一语中的。

六盘水地处乌蒙山区，海拔较高，被中

国气象学会授予“凉都”之称。独特的地理

环境和气候资源，为当地开展冰雪运动提供

天然优势。2015 年北京申冬奥成功以来，冰

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和“带动三亿人参加

冰雪运动”的铺开，则为当地发展冰雪运动

提供历史机遇。

2017 年 12 月，六盘水在省内率先组建

冰雪运动队。“我们把准越野滑雪、陆地冰壶

两个项目，面向全市招录 23 人，聘请专业教

练指导。”王波回忆，当初条件有限，队伍只

能送到东北集训。

几年间，梅花山、玉舍雪山和乌蒙 3 个低

纬度天然滑雪场陆续建成，共有 21 条滑雪

道。本次省运会冬季项目比赛，正是在玉舍

雪山滑雪场举行。“上不上雪训练、上雪训练

的条件，都会影响赛场表现。”王波说，这个

冬天，六盘水市代表队就在玉舍雪山上雪训

练，“家门口”训练、参赛，这是队伍能在省运

会冬季项目上大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依托当地雪场，六盘水连续 6 年举办省

冬季旅游滑雪季、冰雪运动进校园等活动。

去年，便有 103 所学校、2.6 万余名学生免费体

验滑雪。目前，全市 7 所小学被评为全国冰

雪特色学校。同时，市专业梯队也建立起

来。“目前 2 个梯队有 37 名运动员。”在王波看

来，强队伍、出成绩，离不开冰雪运动的推广

普及，“不少好苗子，就是靠梯队挖掘来的”。

六盘水乃至贵州，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

展史上相对后发，但抓住历史机遇，体现后

发优势，当地冰雪运动的发展还是走上了

“快车道”：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数据，至 2021
年年初，全国有 803 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 年增幅达到 41%，而贵州目前已建有 10
个滑雪场（馆）；自 2015 年北京申冬奥成功以

来，全国居民参与冰雪运动人数为 3.46 亿

人，其中贵州贡献了 0.08 亿人，参与率已位

居中游。

数据让人看到冬奥筹办对我国冰雪运

动跨越式发展的带动作用，也让人有理由相

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举办将改变中

国乃至世界冰雪运动的风貌。一届精彩、非

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引领冰雪运动“南展西

扩东进”的推进、“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实现，同时也在见证省运会首设冬季项目、

市代表队得赛道者胜等精彩故事。

贵州省运动会，六盘水选手参赛10项夺金9枚—

冬季项目 得赛道者胜
本报记者 苏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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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2022 年宁

夏银川市第四届青少年冬

季冰雪运动会在湖滨体育

场冰场举行。本次比赛设

置 200 米、500 米、1000 米

滑冰比赛和冰球刀、花样

刀百米环绕个人计时赛等

项目。图为 7 岁的赵哲析

（左）和 8 岁 的 石 钰 然 在

200 米滑冰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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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之下，国家速滑馆流光溢彩，“冰

丝带”内，冰面平整如镜。北京冬奥会时，

这里将举办速度滑冰比赛。冰面外圈赛道

面积近 6000 平方米，厚度需达 2.5 厘米，这

要求制冰团队在 45 分钟内浇筑完赛道，而

这样的浇筑，至少要进行四五十次。

每次制冰，团队中的国际制冰师马克

总会来一手“独门技艺”：将粗细均匀的细

绳铺在冰面上，既能防止制冰用水外溢，又

能准确把握冰层的厚度。

一根细绳，一份巧思；一块冰面，一面

镜子。由北京冬奥组委特聘邀请，外籍专

家将独到的技术和经验，带进冬奥筹办，与

国内团队深度合作，共同为运动员打造一

流的竞技环境，为举办城市留下丰厚的奥

运遗产。冰面如镜，映照着中外制冰师的

联袂努力，折射出“开放办奥”的万千气象。

博采众家之长，以开放气度做好冬奥

筹办各项工作，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从

制冰打蜡到参赛备战，从场馆建设到赛事

运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汇八方之智办盛

会，高水平的开放推动着冬奥筹办高效推

进。冬奥筹办的坚实脚步，也在为中国的

开放之路写下全新注脚。

矢志攻坚克难，以开放姿态展现冬奥

筹办丰硕成果，中国的“冰雪画卷”令世界

瞩目。服贸会、进博会上，北京冬奥会成为

热点话题，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高科技成

果荟萃一堂。吸收先进经验快速成长的同

时，中国也在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将改变世

界冬季运动的风貌。

在冬奥舞台上展现当代中国的风采，

在开放之路上与世界携手共进，推动着和

平 、发 展 、合 作 、共 赢 的 时 代 潮 流 更 加 强

劲。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同微型的“地

球村”，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四海宾

朋，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的时代使命——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

仅可以增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信心，而且有利于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致

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光、富

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

的了解和认识。”

冰面平整、晶莹——这面镜子，也在映

照 中 国 的 开 放 胸 怀 ，折 射 世 界 对 中 国 的

期待。

冰面如镜，折射开放气象
—细节看冬奥之三

陶相安

一根细绳，一份巧思；一
块冰面，一面镜子——冰面
如镜，映照着中外制冰师的
联袂努力，折射出“开放办
奥”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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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组委经国际奥委会批准，近日

发布了终版的北京冬奥会竞赛日程。本届冬

奥会将于 2 月 4 日开幕，2 月 20 日闭幕，设 7 个

大项、15 个分项、109 个小项。根据赛程，首

场比赛将于 2 月 2 日晚开赛，冰壶混合双人项

目选手将在开幕式前就亮相赛场，最后一场

比赛则在 2 月 20 日下午举行，决出越野滑雪

女子 30公里集体出发（自由技术）的金牌。

北京冬奥会再过 15天就将开幕，这是第二

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赛场上将留下世界

顶尖的冰雪运动员奋力拼搏、展现技艺的身影。

选手力争佳绩

赛程显示，2 月 2 日 20 时许，在北京冬奥

会开幕前 2 天，冰壶混合双人项目的比赛将

与观众率先见面。首轮对阵瑞士队的比赛，

将是中国队选手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

随着中国冰雪运动竞技实力的增强，几

乎每一个比赛日，都将有中国队选手踏上这

个冰雪运动的最高舞台。

2 月 5 日，短道速滑项目的首枚金牌将

产生，由武大靖领衔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将首

先角逐混合团体接力赛场。对于这项本届

冬奥会新增项目，中国队此前便展现出强大

竞争力。2021 年 10 月进行的短道速滑世界

杯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便夺得了该项目的

金牌，还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2 月 13 日

的首都体育馆，男子 500 米项目将进行决赛，

武大靖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夺得该项目

金牌，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从冰上转到雪上，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同

样值得期待。本赛季各项比赛中，自由式滑

雪选手谷爱凌发挥出色，取得 6 金 2 银 1 铜的

佳绩。目前，她已经回到北京，为冬奥会进

行最后准备。2 月 8 日上午，首钢滑雪大跳

台，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将举行。在

这个项目上，谷爱凌将力争佳绩。随后，她

要从北京赛区赶往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

公园，继续准备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和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比赛。

2 月 10 日、14 日和 16 日，云顶滑雪公园

将先后迎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混合

团体、女子和男子 3 场决赛。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选手徐梦桃、贾宗洋和齐广璞也将开

启自己的第四次冬奥之旅。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在 2 月 10 日进行，平昌冬

奥会亚军刘佳宇也期待着有更好的表现。

每场都有突破

本届冬奥会，中国队在不少项目上将实

现首次参赛。从零开始、从无到有，每一次

尝试，都将创造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

2 月 5 日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前两

轮滑行将开启延庆赛区的竞赛大幕。2021
年 11 月进行的雪橇世界杯延庆站比赛中，24
岁的范铎耀成为中国首位晋级雪橇世界杯

正赛的男子选手。北京冬奥会赛时，中国雪

橇队实现全项目参赛，将在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向世界展现“雪上 F1”的中国速度。

对于冬奥会的一些项目，中国队选手能

够站上赛场，本身便是一种突破。2 月 9 日

开始的北欧两项男子个人标准台比赛中，将

首次出现中国队选手的身影。2021 年 11 月

举行的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比赛中，赵

嘉文在男子个人标准台+10 公里越野滑雪

比赛中发挥出色，为中国队赢得一张珍贵的

冬奥会入场券。

此外，在冬季两项、雪车、单板滑雪等分

项上，均有中国队选手实现了参赛零的突

破；越野滑雪和高山滑雪分设 12 个和 11 个

小项，中国队实现了全项目参赛。

目前，速度滑冰男子 5000 米等 13 个小

项，中国队选手尚未获得冬奥会入场券。资

格积分赛结束后，各国际单项组织还将对剩

余名额进行再次分配，中国队选手仍有机会。

每战都够精彩

美国单板滑雪名将肖恩·怀特感慨：“我

要感谢中国，在如此艰难的时刻还能举办冬

奥会。”2 月 9 日，这位 3 枚冬奥金牌得主将在

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开启

第五次冬奥征程。

北京冬奥会汇聚各国家（地区）代表队

的顶级运动员，将为全世界奉献冰雪运动的

激情与精彩。

2月 8日和 10日，首都体育馆将分别迎来

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短节目和自由滑的比

拼。日本名将羽生结弦能否实现冬奥会三连

冠、能否做出完美的阿克塞尔四周半跳，都是

世界关注的焦点。但这一次，羽生结弦还要

经受考验，他的队友宇野昌磨、美国名将陈巍

等世界顶尖高手都将向他发起挑战。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捷克姑娘莱德茨

卡不仅夺得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金牌，

更是踏着借来的雪板，夺得高山滑雪女子超

级大回转冠军，从而成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位

跨分项夺金的女选手。北京冬奥会上，这两

个项目分别将于 2 月 8 日和 2 月 11 日进行，

莱德茨卡仍有机会续写精彩。

2 月 5 日，本届冬奥会的首金将在越野

滑雪女子双追逐（7.5 公里传统技术+7.5 公

里自由技术）赛场上产生。15 天后，同样在

越野滑雪赛场上，女子 30 公里集体出发（自

由技术）项目将决定北京冬奥会最后一枚金

牌的归属。

19 天的较量，109 个冠军，北京冬奥会，

精彩不缺席。

北京冬奥会竞赛日程发布，2月 2日冰壶率先开赛，2月 20日越野滑雪为大赛收官

顶尖高手云集 每天都有看点
本报记者 刘硕阳

本报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范佳元）随着冬季两项世界杯

德国鲁波尔丁站近日落幕，冬季两项冬奥积分赛全部结束，中国

冬季两项国家集训队共获得 4 男、4 女 8 个参赛资格，将参与 7 个

小项的角逐。

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项目共将决出 11 块金牌，目前，中国

队将参与男子短距离、男子个人、男子接力、女子短距离、女子

个人、女子接力、混合接力共 7 个小项角逐。男子、女子追逐和

集 体 出 发 共 4 个 小 项 的 参 赛 资 格 需 要 待 冬 奥 会 开 赛 以 后 确

定。其中，短距离比赛排名前 60 位的选手有资格参加追逐比

赛，而集体出发的选手则是来自短距离、追逐和个人比赛成绩

最好的 30 人。

中国冬季两项队获得 8个冬奥资格

■■走向冬奥走向冬奥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