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王亮）25 日，首都文明工程

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在北京联合有关机构推出“《奥林匹克

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Ⅲ”（以下简称长卷Ⅲ）。

长卷Ⅲ由国际奥委会指导，旨在促进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承发

展，推动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

长卷Ⅲ以中、英、法 3 种文字发布，主体内容以举办过夏

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国家和城市为线索，用丰富的图片和文字

呈现当地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节日文化，向世界展示人类多

元文化和多彩文明的大美画卷。中心部分还展示了“双奥之

城”中国北京的春节文化。

2012 年和 2016 年，长卷Ⅰ和长卷Ⅱ先后推出。

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Ⅲ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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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大幕将启，再过

几天，即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揭开神秘面纱。

两年多的精心筹备，即将迎

来精彩亮相的时刻。目前，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已经进入最后的彩

排、演练阶段。1 月 22 日晚，开幕

式 第 二 次 带 妆 彩 排 进 行 了 全 流

程、全要素演练，未来还将不断打

磨细节、精益求精。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于 2 月

4 日晚 8 时开始。在开始之前，有

30 余分钟的暖场环节。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暖

场表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

为主要形式，突出大众参与，没有

邀请专业演员。“最终参与表演的

人员主要来自北京和河北两地，不

同年龄段的普通人在这一舞台上

充分展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

将舞台交给普通人，导演团

队希望通过这一特别的设计，展

现人们的美好生活以及对北京冬

奥会的热情期盼。作为暖场表演

的分场导演，孟艳将这次表演的

设计称作“中国式行进广场舞”。

“参加暖场表演的演员年龄最小

的仅 5 岁，最大的 70 多岁。”她说，

“我们导演团队通过精心设计和

编排，希望把每个年龄段人群的

热情、情感表现出来，表达我们对

世界的真诚邀约。”

北京冬奥会的办赛要求是“简约、安全、精彩”，开幕式的

创作也以此为标准。

在时长上，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 4 个多小时，而此

次开幕式则在 100 分钟左右，既是节俭办赛，也是出于对天

气、防疫等因素的考虑。在参与规模上，此次参与演出的人员

约 3000 人，相比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 1.5 万人大幅减少。

那么，如何做到既简约又精彩？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演

练、彩排紧锣密鼓、不断推进，张艺谋带领导演团队，正努力给

出答案。

据了解，冬奥会开幕式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不再以

“板块”做区分，而是将文艺表演与仪式环节融为一体，融入科

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体现时代特色。“努力向世

界奉献浪漫、唯美、温暖的盛会”，是导演团队对冬奥会开幕式

的共同期待。由于开幕式当天正好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

一——立春，这一重要元素也将在舞台上有充分体现。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常宇认为，北京冬奥

会开闭幕式向世界传递的，是新时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彼

此增进沟通交流，共创美好未来。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是中

国与奥林匹克第一次“牵手”，开幕式成为绝佳的展示机会和

平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对世界的贡献，

“而这一次开幕式，更立足于未来，我们希望通过艺术手段，向

世界传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除总导演张艺谋外，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主创

团队中还有多位成员参与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创作，

其中，蔡国强、沙晓岚、陈岩再次分别负责视觉艺术设计、灯光设

计和美术设计。另外，北京冬奥组委还积极吸纳国内外相关领

域的优秀人才参与开闭幕式创意、制作及表演工作，主创团队

体现了老中青结合的特点，旨在以全新视角呈现开闭幕式。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鸟巢”不举办赛事，只承办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共 4 场仪式，因此演出团队可以

在较早时间进场，并完成对场馆的改动和升级。

常宇表示，为了举办开闭幕式，“鸟巢”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

的智慧化升级改造，比如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场馆设备运

行、能源管控、环境质量的控制，为开闭幕式演出提供了良好条件。

张艺谋说，到这个阶段，几乎每天都要排练，不断磨合、不断

熟练。这场汇聚了无数人智慧和汗水的仪式即将亮相世界舞

台。“希望一切都能圆满、顺利，2月 4日当晚都有完整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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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有“雪山木屋”之称的张家口

崇礼站正式开通运营。 1 月 6 日上午，披裹

“瑞雪迎春”新衣的冬奥列车缓缓停靠在站

台，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太子城至崇礼段正式

通车。京张高铁，串联起冬奥两地三赛区，为

沿线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快捷和方便。

冬奥筹办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硕

果。京张高铁、京礼高速构建起北京—张家

口“一小时经济圈”；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

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的应用，使得“张北的风

点亮北京的灯”成为现实；赛区冰雪经济迅速

升温，昔日“穷山窝”变成了“聚宝盆”。

“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是一锤子

买卖”，冰雪盛会助推区域发展，正在为人们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构建绿色家园

飞驰的列车将滑雪爱好者自北京送往崇

礼各大雪场，与此同时，来自张北地区的风

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产生的绿电也在源源

不断地进入北京电网。2020 年 6 月 29 日，张

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正

式投入使用，冬奥场馆绿电运行借此迈出关

键性一步——

北京冬奥会时，所有场馆将 100%实现绿

电供应，在奥运史上尚属首次。国际奥委会

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胡安·安·萨马兰

奇称赞道，北京冬奥会将是第一个实现“全绿

色”的奥运会，对举办地乃至更广范围内的绿

色、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标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办奥，就要坚持

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冬奥会打下

美丽中国底色。以冬奥筹办为契机，我国清洁

能源的开发利用有了新的探索。这不仅是兑

现申办承诺的具体措施，也展示出我国履行低

碳减排承诺、实现绿色发展的努力与成果。

除了清洁的绿电，还有蓝天白云、绿水青

山。以冬奥筹办为牵引，京津冀生态环境联

防联治工作见到成效：崇礼空气质量指数排

名稳居河北省前列；2021 年，北京 PM2.5 年

均浓度较 2015 年下降 59%，延庆森林覆盖率

已超 60%……

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以冬奥筹办为

契机，北京、河北加强京张地区生态环境联防

联治，充分调动公众、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各

方力量，全面开展治气、治沙、治水专项工程，

整体改善京张地区生态环境。从保护一草一

木、增添绿色，到建设“海绵”赛区、节约水资

源，再到低碳办公运行，冬奥筹办所打下的美

丽底色，为未来绿色生活增添范本。

促进转型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谋划冬奥场

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

身结合起来，带动首钢、延庆、张家口等重点

区域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

崇 礼 ，这 座 人 口 只 有 10 多 万 的 塞 外 小

城，逐渐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冰雪胜地。雪场

建设、雪具销售、冰雪培训以及餐饮、住宿、休

闲旅游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当地每 5 人就

有 1 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近年来，张家口

在高新区、宣化区建设了两个冰雪装备制造

全产业链基地，截至 2021 年 11 月累计签约冰

雪产业项目 97 项。

作为百年钢铁企业的老厂区，北京首钢

园区以北京冬奥组委入驻为契机，将工业遗

产再利用与冬奥筹办紧密结合，演绎出“冰与

火”的交响。首钢园内，钢铁巨炉与滑雪大跳

台遥相呼应，工业风与奥运风在这里完美融

合。北京冬奥会赛时，这里将诞生 4 枚金牌，

独树一帜的园区景观也将收获无数关注。此

外，新首钢还发力时尚消费、精品运动体验等

多种业态，打造北京市消费升级新空间，再现

往日活力与精彩。

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城际交通网络不

仅在服务冬奥上发挥重要作用，更大幅“缩

短”了京张两地之间的距离，构建起“一小时

经济圈”。京张高铁开通一年间，总计发送旅

客超过 680 万人次。截至 2021 年 6 月，京礼

高速延崇段客货车总流量 225 万辆，日均交

通量近万辆。

借助便利交通和区域内丰富的体育和文

化资源，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正在加快建设。

2021年年底，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和赛时

颁奖广场区域分别获批命名“张家口崇礼奥林

匹克公园”和“张家口奥林匹克颁奖广场”，延

庆奥林匹克园区也正式获得国际奥委会批

准。北京冬奥会后，这些地区将举办高水平冰

雪赛事和群众性冰雪活动。

拥抱幸福生活

以前怕下雪封路，现在盼下雪“吃饭”——

不少崇礼当地的老百姓，这几年心态上都发生

了一个大转弯。借助冬奥筹办契机，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以及“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目标的带动下，崇礼冰雪产业全面提速。

截至 2020 年年底，这座小城约 3 万人直接或

间接进入冰雪产业和旅游行业。2018—2019
雪季，崇礼实现旅游收入 20.5亿元。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在交通、环

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张家口赛区当地居民参与了政府组织

的赛区绿化工作的专业培训并成为赛区护

林员。土生土长的崇礼人谢霆由保安转型成

为一名专业滑雪教练，并于 2020 年成为高山

滑雪项目的国家级裁判员。“眼看着冬奥会

就要到来了，我们要利用学到的本领，迎接

世界各地的游客。”延庆区西大庄科村的徐

建仓说，“家门口”的冬奥会，为他们创造了

就业良机。

在冬奥筹办的带动下，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在不少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赛场

周边到城市的角落，无障碍的理念在不断渗

透。2016 年以来，北京市和张家口市以城市

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所等领域为重

点，加大无障碍设施建设。盲道、缘石坡道，

无障碍电梯、卫生间等低位设施的改造也已

见到成效。

图为北京冬奥会部分竞赛场馆。

首都体育馆（图①）、五棵松体育中心（图

②）位于北京赛区。其中，首都体育馆将举行

花样滑冰项目 5 个小项和短道速滑项目 9 个

小项的比赛。冰球项目包含女子决赛的部分

比赛将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举行。

云顶滑雪公园（图③）、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图④）和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图⑤）位于张

家口赛区。其中，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将举办

越野滑雪项目 12 个小项和北欧两项项目越

野滑雪部分的比赛。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举

行冬季两项项目的 11 个小项比赛。云顶滑

雪公园将举行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 2 个项

目除大跳台的比赛。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图⑥）位于延庆赛

区，将举行高山滑雪项目 11 个小项的比赛。

图片来源：新华社、影像中国

区域协同发展 共创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刘硕阳 王 亮

奖牌和鲜花，见证着运动员在赛场上

取得佳绩。不同于往届奥运会，以羊毛绒

线 编 结 而 成 的 颁 奖 花 束 ，将 在 北 京 冬 奥

会、冬残奥会上首次亮相。匠心独运的背

后，是上百位中国民间手工艺人的智慧和

劳动结晶。一束束绒线花，工艺源自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线编结技艺”，

将 在 奥 林 匹 克 的 舞 台 上 绽 放 中 华 文 化 的

独特魅力。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不仅是展现竞

技实力和体育精神的舞台，也是向全世界

展示中国文化的良好契机。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的会徽、吉祥物、体育图标、火炬、

奖牌、火种灯……每一次发布，都给人们带

来惊喜，这样的精彩，多因为融入了中国传

统 文 化 元 素 —— 承 载 厚 重 的 东 方 文 化 底

蕴，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讲述着动人

的中国故事。

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要

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改造建设融入了

很多中国元素。不论是依山而建、形似游龙

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还是晶莹剔

透、仿佛披着一件冰雪外衣的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一座座流光溢彩、令人赞叹的冬

奥场馆与自然山水、历史文化交相辉映。以

“中国风”托起“奥运范”，正是文化自信的冬

奥表达。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作为东

道 主 ，中 国 已 经 张 开 双 臂 ，热 情 迎 接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朋 友 。 在 北 京 、延 庆 、张 家 口

三赛区，融合了冬奥、春节、民俗元素的城

市景观布置完成，营造出“喜庆祥和、同庆

冬 奥 ”的 氛 围 ；以 四 合 院 理 念 设 计 建 设 冬

奥村（冬残奥村），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相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

办，必将促进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

互鉴，让中国人民再次为奥林匹克运动发

展、奥林匹克精神传播作出贡献。

冬奥之约，彰显文化自信
孙龙飞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不仅是展现竞技实力和体育
精神的舞台，也是向全世界
展示中国文化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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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5日电 首部系统、生动呈现百年冬奥

史（24 届）瑰丽画卷的图书《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年》中、

英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同步推出，即日起在全球发行。

该书系统介绍了历届冬奥会的基本情况、赛事设置、精彩

片段以及传奇人物，重点选取众多冬奥百年历史上有特点、有

趣味的人和事进行讲述，既是介绍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发

展、演变历史的科普读物，也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故事的精彩

集锦。

《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年》出版发行

开幕式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