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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10 天，举世瞩目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将拉开大幕，来自世界各地

的运动员相约北京，用拼搏与汗水书

写各自的追梦故事。

还有 10 天，奥林匹克之火将再次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燃起，奋进

的中国与奥林匹克再度携手，奏响“和

平、友谊、进步”的乐章。

2015 年 7 月，北京联合张家口获

得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举 办

权。回首过去 6 年多，筹办之路走得

踏实稳健、硕果累累：场馆和基础设施

建设已经就绪，科技元素成为筹办工

作新亮点；区域协同发展驶入快车道，

北京“双奥之城”的名片熠熠生辉；我

国冰雪运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提前实现，改

变了世界冰雪运动的风貌……以“绿

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为引

领，冬奥筹办扎实推进。

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员将在北京

冬奥会的舞台上展现“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中华

文明同世界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将谱

写出新的华章，北京冬奥会将为奥林

匹克运动带来新的荣光。

本报今起推出“一起向未来 北京

冬奥会特刊”，全方位多角度记录社会

各界筹办冬奥、喜迎冬奥的动人画卷

以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赛时盛况，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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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大幕即将拉开。回

首冬奥筹办 6 年多来，“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的办奥理念已化为一幅壮阔生动的冰雪画卷，

世界为之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是我们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回 望 筹 办 之 路 ，硕 果 累 累 。 12 个 竞 赛 场

馆、3 个冬奥村（冬残奥村）如期交付使用，京张

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通车……北京、张家口两地

三赛区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

异答卷。

一起向未来。中国正以开放自信的姿态携

手奥林匹克运动，谱写出奥运史上全新的华彩

乐章。

收获办奥成果

群明湖畔巍然耸立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设

计理念源自敦煌壁画飞天造型，因此得名“雪

飞天”。

“雪飞天”背倚 3 座巨大的冷却塔，入夜时

分，灯光照耀下分外璀璨。

将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色彩“共冶一

炉”，首钢滑雪大跳台不仅外形夺目，而且“内藏

玄机”。除了满足冬奥赛时单板滑雪和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的比赛需求，还能满足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的运动需求，实现“一台两用”。周边

的老厂房和工业构筑物经过修缮改造，已经具

备赛事配套服务功能，百年钢铁“梦工厂”，如今

已华丽转型，成为冬奥筹办带动城市发展的生

动范例。

“鸟巢”“水立方”“五棵松”……家喻户晓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借着冬奥筹办的东风

切换“冬奥模式”，绽放新光彩。

“水立方”变身“冰立方”，五棵松体育中心

只需要 6 个小时就能完成“冰篮转换”，国家体

育馆、首都体育馆通过升级改造，具备冬夏项目

双向转换能力。北京，奥运史上首个“双奥之

城”，展现出别样的风采与活力。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是一锤子买

卖，不能办过之后就成了‘寂静的山林’。”如何

让冬奥筹办成果惠及大众？北京冬奥会所有新

建场馆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完整的赛后运营方

案，为大众共享冬奥遗产创造了条件；城市无障

碍设施日益完善，助推生活环境和社会文明同

步提升；时速 350 公里的京张高铁在崇山峻岭

间呼啸而过，构建起北京—张家口“一小时经济

圈”，有力拉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从硬件到软件，从赛场到生活，冬奥筹办已

经融入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长远布局，带来积极

影响。冬奥筹办的理念和实践，也与“可承受、

可收益、可持续”的奥运会改革方向契合，为奥

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中

国智慧。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确信，北京冬奥会将

改变世界冰雪运动的风貌，对于冬奥筹办，他盛

赞“树立了奥运新标杆”。

绘就美丽画卷

北 京 中 轴 线 北 端 ，从 空 中 俯 瞰 ，3360 块

曲 面 玻 璃 拼 成 的 22 条“ 丝 带 ”晶 莹 剔 透 ，光

彩夺目。

自 2018 年 1 月 23 日打下第一根桩，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的建设就突出科技、智慧、绿色、

节俭特色，在冬奥史上写下流光溢彩的一笔。

建造工艺上破解技术难题，实现了世界上跨度

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顶；1.2 万平

方米的冰面应用先进环保制冰技术，冰面温差

控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碳排放接近于零。

从场馆建设到训练备赛，科技元素贯穿冬

奥筹办始终，创新细节随处可见。

在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

世界上体量最大、训练功能最完备的跳台滑雪

风洞实验室，成为运动员精准改进技术动作的

得力助手。

在北京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地，六自由

度电动模拟体育训练系统实现了国际领先、国

内首创，帮助运动员更好提升空中姿态和自我

把控能力；移动医疗保障平台实现自主研发创

新，为冬奥选手提供一站式医疗保障。

张 北 的 风 能 、太 阳 能 等 清 洁 能 源 不 断 输

送，确保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实现 100%“绿电”

供应；5G 信号覆盖所有场馆和周边设施，为更

好更快传播冬奥提供有力支撑；自由视角、虚拟

现实等技术应用，为观众欣赏精彩赛事提供更

多选择……科技赋能成就智慧冬奥，不仅为这

场冰雪盛会打开更多场景，更为“环境正影响、

区域新发展、生活更美好”的美丽画卷增添了

亮色。

展示大国形象

2021 年 10 月 5 日到 12 月底，北京、延庆、张

家口 3 个赛区的 8 个竞赛场馆，陆续举办了“相

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测试赛完全

对标赛时运转标准，“全要素测试”精益求精，为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打

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从参赛运动员和各奥委会得到的反

响都很好，对场馆设施和赛事测试质量都感到

满意。”巴赫如此评价。

测试赛上，安全贴心的服务、随处可见的中

国元素，给世界各地的运动员留下深刻印象。

同时，在相关各方经过充分协商和广泛讨论的

基础上，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北京冬奥

组委三方共同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防疫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既保证冬奥相

关人员安全、便利地比赛、工作，也能保护中国

民众的健康安全。

为了让各代表团参赛人员充分感受到中国

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文明礼貌，北京冬奥村（冬残

奥 村）的 建 设 者 和 服 务 保 障 人 员 下 了 不 少 功

夫。冬奥村（冬残奥村）建设基于四合院理念，

体现出“双奥之城”既古老又现代的独特魅力；

房间设计简约而又充满冬奥元素；赛时餐厅提

供丰富菜品，保证运动员吃得营养、健康。

一届冬奥盛会，既是顶尖运动员比拼技艺

的舞台，也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

的窗口。从会徽“冬梦”“飞跃”，到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从奖牌“同心”到融汇东方智慧的

冬奥场馆，源远流长的文明姿彩，将借助冬奥舞

台传播开来。

与中国传统的春节相逢，北京冬奥会在向

世界展现冰雪运动的魅力之时，也将充满“年

味”的喜庆氛围传递给四面八方。

与世界共享冬奥盛会，中国做好了准备。

图为北京冬奥会部分竞赛场馆。

“冰立方”，北京赛区 6 个竞赛场馆之一，将

举办冰壶项目 3个小项比赛。

“雪飞天”，北京赛区 6 个竞赛场馆之一，将

举办单板滑雪项目和自由式滑雪项目大跳台的

4个小项比赛。

“冰丝带”，北京赛区 6 个竞赛场馆之一，将

举办速度滑冰项目 14个小项比赛。

“雪游龙”，延庆赛区 2个竞赛场馆之一，将举

办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项目共 10个小项比赛。

“雪如意”，张家口赛区4个竞赛场馆之一，将举

办跳台滑雪项目5个小项比赛，另有北欧两项项目

的跳台滑雪部分比赛。

“冰之帆”，北京赛区 6 个竞赛场馆之一，将

举办冰球项目部分比赛，包括男子冰球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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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庄严承诺 谱写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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