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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以

下简称遗产报告集）发布，从体育、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发展和

区域发展共 7 方面，全面梳理总结冬

奥筹办 6 年多来取得的重要成果。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副部

长王仁华表示：“在各方面共同努力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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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的遗产，使广大人民群众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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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推进—
集众家之智，汇

各方之力

创造丰厚的冬奥遗产，为主办

城市和广大民众带来长期、积极收

益，符合国际奥委会的改革精神，也

是成功办奥的重要标志之一。

北京冬奥组委各项工作在规划

阶段就融入了遗产理念，并贯穿筹

办始终。2019 年，《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发布，

制 定 了 体 育 、经 济 、社 会 、文 化 、环

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 7 方面遗产

目标和 35 个领域的重点任务，旨在

通过科学规划、创造、管理和运用筹

办成果，创造丰厚的冬奥遗产。

冬奥遗产工作覆盖面广、涉及

领域多，需要集众家之智、汇各方之

力。2018 年 11 月，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遗产协调工作委员会

成立，北京冬奥组委各部门协同有

关部门、单位，形成联动工作机制，

发挥各自所长，同步规划和推进各

领域遗产工作。

北京冬奥组委一方面加强与国

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的交流，充

分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另一方

面立足自身，将奥运遗产理念和规范

应用于冬奥筹办工作实际，制定了符

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遗产计划。

成果展示——
借冬奥东风，绘

冰雪画卷

在同步规划、同步创造的同时，

冬奥遗产工作注重定期总结成果，

发布报告。此次发布的遗产报告集

将制作成宣传展板、手册和宣传片，

在赛时全面立体展示北京冬奥会筹

办成果和亮点。

王仁华表示，部分筹办成果转

化为现实，已经在全国描绘出冰雪

运动蓬勃发展的美丽画卷：“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景走向现

实。最新数据显示，自冬奥会申办

成功以来，全国居民参与过冰雪运

动的人数达到 3.46 亿人，冰雪运动

参与率 24.56%；到 2021 年年初，全国

已有 654 块标准冰场和 803 个室内

外各类滑雪场；以场地设施建设为

基础，冰雪竞赛表演、冰雪会展、冰

雪装备制造加速发展，冰雪旅游成

为新的消费热点；全国 835 所奥林匹

克教育示范校和 2062 所冰雪运动特

色学校，将奥林匹克教育和冰雪运

动纳入教育教学，点燃青少年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情……

“借助冬奥会的东风，场地设施

不断完善，带动更多人了解和参与冰

雪运动，将为冬奥会后冰雪运动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清华大学体

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说。

愿景成真——
两地三赛区，展

现新面貌

北京将成为世界上首个既举办

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

城”。王仁华表示，北京冬奥会传承

利用 2008 年奥运会遗产，将充分发

挥带动和示范作用，进一步加速主办

城市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北京冬奥会对主办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京津冀区域协

同发展的牵引作用，将留下丰厚遗

产。冬奥筹办坚持走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之路，为北京冬奥会打下

了美丽中国底色。通过推进各省市

协同治理，实施治气、治沙、治水攻

坚战，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

面推进低碳管理，在低碳场馆、低碳

交通、低碳能源和碳中和方面广泛

开展技术创新和应用示范，为我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京张两地三赛区的新面貌、新气象

也成为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科技，为冬奥筹办增添了一抹

亮色。王雪莉认为，冬奥场馆在设

计、建设过程中突出科技、智慧、绿

色等特点，形成了多项国内专利技

术，探索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科

技助力冬奥备战，整体上提升了冰

雪运动的竞技水平。

据介绍，系列遗产成果报告还

将发布国际版，旨在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将是北京冬奥

会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的积极

贡献。”王仁华说。

专家解读《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

经过6年多工作 形成7方面成果
本报记者 季 芳 孙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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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山地新闻中心，抬头望去，屋顶

的一扇扇天窗吸引视线：为何

用来透光的窗，是深色的？

原来，这些天窗使用侧采

光方式，不影响自然光投射进

室内，更装备了深色光伏发电

组件，兼具采光与发电双重功

能，为场馆节能减耗。经测算，

这些天窗，在场馆运行中每年

大约可节约标煤 40.8 吨，减排

二氧化碳 36.7 吨。

一扇特殊的天窗，凝聚着

建设者的匠心与智慧，也透射

出冬奥筹办的原则和追求：要

坚持节俭办赛，严格预算管理，

严控办奥成本，加强监督执纪，

做好“廉洁办奥”工作。

“廉洁办奥”理念，自冬奥

筹办之始就一以贯之：大到场

馆新建改造的规划，小到一条

胶带宽度的确定，大手笔里一点一滴的考量，小细节中

精益求精的追求，各个项目运行都加强审计监督。从

“水立方”切换“冰立方”的场馆再利用，到主新闻中心

和国际广播中心合二为一的集约使用，从一张办公桌

“能借不租、能租不买”，到一扇天窗“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科技彰显智慧，节俭助力绿色，走出了冬奥会

可持续发展之路。

“廉洁办奥”还为冬奥会、夏奥会等大赛运行树立

起新的标杆，呼应着“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的奥运

会改革方向，也推动着筹办成果更好融入城市发展和

区域发展，融入民生福祉。

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突出“科

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一届“精彩、非凡、卓越”

的奥运盛会即将到来。“像冰雪一样纯洁无瑕”，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一幅全新的冰雪画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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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冰雪一样
纯洁无瑕”，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为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贡献着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一幅全
新的冰雪画卷正徐
徐展开

通过举办奥运会等体育赛事活

动，为公众、城市和区域以及奥运运

动发展创造或加速带来的，所有有

形和无形的长期收益——这是国际

奥委会《遗产战略方针》对“奥运遗

产”的界定。

国际奥委会在其网站上，整理

了多届奥运会留下的遗产，最早可

以查询到 1920 年的安特卫普奥运

会，当时开幕式上首次放飞和平鸽，

这一仪式此后历届奥运会均有沿

用。但在当时，奥运遗产相关概念

并未系统、明确提出。

2002 年，国际奥委会举办了关

于遗产的国际研讨会。 2003 年 7
月，国际奥委会奥运研究委员会发

布报告，阐明奥运遗产重要性，这一

概念还被写进《奥林匹克宪章》。

2014年，《奥林匹克 2020议程》颁布，

这一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出的

改革计划，要求申办奥运会的过程

应“关注可持续性和奥运遗产”。

北京冬奥会也因此成为《奥林

匹克 2020 议程》颁布后，第一届从

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

的奥运会。

（本报记者刘硕阳整理）

什么是“奥运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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