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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矗立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的

扇叶直径 146 米的风电机组，日均发电约

2.45 万度，经 666 公里长的张北可再生能源

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简称“张北柔

直”工程）输送至北京后，可供首钢滑雪大跳

台中心完成本届冬奥会期间的全部造雪量，

相当于在一个标准篮球场堆出 28米高的雪。

北京冬奥会秉持“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2 月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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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张北的风电，点亮冬奥的灯。在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 1 月 13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

介绍，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期间，所有场馆

都将采用绿电来供应。据测算，到 2022年冬

残奥会结束时，冬奥会场馆预计共消耗绿电

约 4亿度，可减少标煤燃烧 12.8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32万吨。

绿电看得见
每一度绿电可溯源、可

查证

永定河畔，164 米长的滑雪赛道宛如

一条白丝带，飘扬于 4 座 70 米高的冷却塔

旁。这里是在原首钢发电厂旧址上拔地

而起的首钢滑雪大跳台，2 月 7 日起陆续进

行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项目角逐，产生 4 枚金牌。

开赛前夕，11 台大功率造雪机马力全

开，一道道气柱喷薄而出，凝结成朵朵雪

花，飘落在银装素裹的赛道上。

1.15万立方米，这是首钢滑雪大跳台冬

奥会期间的总造雪量。“造雪约耗电 2 万度，

赛时维护和补雪保养约耗电 10 万度。这些

电力 100%由绿色电能供应，放在过去，意味

着要烧 32 吨以上的标准煤。”国网北京电力

石景山供电公司经理张庆说。

不只首钢滑雪大跳台，北京冬奥会赛

事期间，3个赛区 26个场馆全部使用绿色电

能。“国家电网建设完成了冬奥电力运行保

障指挥中心，将赛区的供电可靠性提高到

99.999%，这是历届冬奥会最高标准，并在

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全部场馆 100%绿

色供电。”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 月 19 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彭华岗介绍。

步入国家电网公司冬奥电力保障服务中

心，北京冬奥电力运行保障指挥平台大屏幕

上，一张五颜六色的地图标注着各个冬奥场

馆、换流站、场馆间线路等重要点位的信息。

这座在原首钢焦化厂旧址上建成的“智慧大

脑”，可实现对北京、张家口两地三赛区各场

馆电力运行的实时监测与统一调控。

“ 指 挥 平 台 可 延 伸 至 场 馆 末 端 电 源

‘最后一厘米’，24 小时守护着冬奥场馆电

力设备，时刻感知设备运行状态和内外部

环境，指导场馆电力团队开展巡视值守和

应急处置。”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冬奥办副

主任代贵生说。同时，国网北京电力也实

现了冬奥绿电全环节数据存证，让每一度

绿电可溯源、可查证，为北京冬奥会 100%
使用绿电提供可信证明。

绿电送得上
冬奥绿电交易成交电

量 7.55 亿度

车行张家口，草原上风车林立、桨叶劲舞。

目之所及，风电塔筒上涂装有北京冬

奥会徽和奥运五环元素，这里正是北京冬

奥的绿电源头之一。在张北县大河镇米

家沟村风电场，华源电力有限公司多能互

补风电项目副经理杨永生正带领技术团

队进行设备维护，保障冬奥绿电供应。

“风轮扇叶直径 146 米，凌空旋转一圈

的扫风面积超过 1.67 万平方米，相当于 2.3
个标准足球场。”杨永生说，这样一台风电

机组满负荷运行时，扇叶每旋转一圈产生

4.8 度绿电，日均发电量约为 2.45 万度。

张北县距张家口市区 45 公里，与市区

的最大海拔落差在 1000 米以上，高低间形

成的悬殊温差导致空气强对流，使之成为

蒙古高原冷空气进入华北平原的主要气

流通道。目前，张家口全市可再生能源装

机规模达 2347 万千瓦，较 2015 年增长约

1300 万千瓦。

2019 年 6 月，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

作方案》提出，“通过光伏、风电等可再生

能源消纳和适用于北京冬奥会的跨区域

绿电交易机制，以及储能系统、电力电子

设备多能互补等，保障场馆常规电力消费

需求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一度绿电，能点亮颁奖广场主舞台 22
秒，能让厨师在冬奥村“全电厨房”制作两

份菜品……在这背后，北京、张家口两地

携手探索市场化的绿电供应机制，确保冬

奥场馆及附属设施建设期、测试赛期、正

赛期足额绿电供应。2019 年 6 月以来，北

京电力交易中心已累计组织开展 8 批次冬

奥绿电交易，成交电量 7.55 亿度。

绿电供得稳
抽水蓄能，低谷过剩电

能转为高峰优质电能

铁塔依山而立，银线穿越林海，一台无人

机掠过输电线路，进行高空智能巡检作业。

国网北京电力设备部副主任闫春江

说，为保障冬奥供电，国网北京电力全面

部署无人机巡检，电力巡检效率提升 8 倍

多，减少现场作业人员半数以上。

“ 山 连 山 ，沟 套 沟 ，沿 线 气 候 复 杂 多

变，施工条件恶劣。”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

司冬奥办副主任雷为民说，“张北柔直”工

程 70%的线路地处丘陵和山地，高寒、大

风天气较多。从 2018 年 2 月开工建设至

2020 年 6 月正式投产，工程人员用两年多

时间攻克了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消纳领域

的 12 项世界难题，年输送绿电 140 亿度。

“风光出张北，绿电送北京，送得上更要

供得稳。”雷为民说，风电的瓶颈之一是风的

不确定性，电能本身无法大量储存。用电高

峰时可能寂静无风，风起云涌时或又恰逢用

电低谷，如何削峰填谷？抽水蓄能电站给出

了把风能转化为水势的解决方案。

在毗邻北京的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

依山就势筑起的丰宁抽水蓄能电站矗立于巍

巍峰谷间，高低落差逾 400米，将上下两座库

容都超过 4800万立方米的水库连通在一起，

于 2021年 12月 30日投产发电。

“ 简 而 言 之 ，就 是‘ 闲 时 备 着 忙 时

用’。”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丰宁机电安装标项目负责人彭兵说，用电

低谷时段，电站利用无法消耗的剩余电能

从下水库抽水至上水库，把电能转换成水

的势能储存起来。用电高峰时段，再利用

400 多米的海拔落差，从上水库开闸放水

至下水库发电。一抽一放间，把低谷时的

过剩电能转为高峰时的优质电能。

“总装机容量 360 万千瓦，相当于为北

京冬奥会装配了一块超级‘充电宝’。”彭

兵说。

图①：北京国家体育场夜景。

陈晓根摄（人民视觉）

图②：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风力发

电机组一景。

史自强 马佳琦摄影报道

图③：山东省枣庄市葫芦套景区戏雪

乐园，游客在体验雪圈滑雪。

李志军摄（人民视觉）

奥运史上首次实现所有场馆100%使用绿色电力

张北的风点亮冬奥的灯
本报记者 贺 勇 史自强

滑雪圈、玩雪球……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沙漠滑雪场，游客们

玩得兴高采烈。“太好玩了，家门口有了滑

雪 场 ，希 望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来 我 们 这 儿 滑

雪。”本地游客苏比努尔·麦麦提艾力说。

新疆近年来深挖冰雪资源，深入普及冰

雪运动文化，带动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快速

发展，点燃了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共迎北京冬

奥会的激情。

今年春节期间，新疆多地推出冰雪嘉年

华、冰雪旅游季、冰雪风情节等活动，以“冰

雪+旅游”“冰雪+体育”的方式推动冰雪旅游。

随着“冬戏冰雪 燃情冬奥”农牧民、青

少年冰雪运动会暨冰雪文化旅游节的启动，

喀什地区巴楚县掀起冬季体育运动热潮。

在雪地比赛现场，来自各乡镇的农牧民选手

在冰天雪地展现蓬勃活力。

喀什地区各市县的冰雪文化旅游节将

持续到 2 月底。其间，还将开展青少年冰雪

运动培训、亲子堆雪人比赛、冰上自行车比

赛、冰上拔河比赛、青少年滑雪大赛、滑冰比

赛等系列冬季体育活动。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

市，永安湖湖面上结了 20 多厘米厚的冰层，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冰壶比赛。

随着裁判员的哨声响起，第一位选手走

到黄线后，瞄准、蓄力、投出……冰壶稳稳地

停在圆心，赢得一片叫好。

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来自各团场的职

工 ，不 少 人 虽 然 第 一 次 接 触 冰 壶 ，但 比 赛

让他们深入了解了这项运动。本次冰壶比

赛将持续到 2 月中旬，预计吸引近 3 万人次

参与。“大家纷纷上冰雪，喜庆冬奥迎新春。”

图木舒克市四十九团海安镇职工刘冬梅说。

（本报记者胡仁巴，本报通讯员王志恒、

奉正云、张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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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身穿

亮 色 滑 雪 服 ，手 持 雪 杖 ，脚 踏 雪 板 ，

“嗖”地一下从雪道上滑下来……34 岁

的江苏省徐州市市民张兵很兴奋。和

张兵一样，很多冰雪运动爱好者在冰

面、雪场享受着运动的快乐，还有不少

人通过参观展览等形式了解冰雪运动

的美妙。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恰逢春节，多

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冬奥活动，将中

国年味融入各式各样的冰雪活动中。

江苏——
冰雪运动成为春节

新时尚

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江苏省徐州

市也迎来了冰雪运动的旺季，大景山、

督公山等室外滑雪场游客络绎不绝。

“几年前，这个雪场开放没多久我就

来过，一开始经常摔倒，现在有了些基

础。我打算跟着教练学习，从双板顺利

过渡到单板。”张兵说，到了雪季，他几乎

每周都会和朋友来大景山滑雪场滑雪。

大景山滑雪场负责人高明介绍：

“考虑到大多数游客来自南方地区，而

且儿童较多，除了常规滑雪项目，雪场

还在儿童戏雪区提供雪圈、雪车、雪地

摩托等多种雪地娱乐和体验项目，并

配备了 20 名滑雪指导员及安全员，保障游客安全。”

“北京冬奥会一开幕，来我们这儿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更多了。”高明

介绍，前不久，江苏省“迎冬奥，跨新年，向未来”冰雪大联欢活动在大景

山滑雪场举行，虽然天气寒冷，但大家参与的热情很高。

和室外雪场一样，室内冰场在春节期间人气同样很高。徐州市奥

体中心总经理王中柱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徐州市奥体冰上运动中心负责人王东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冰场为前来

滑冰的市民准备了大礼包，有春联、窗花、虎年吉祥物，还有优惠门票、

免费体验课等。

徐州市体育局副局长有昆介绍，在徐州，群众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正逐

渐延伸到冰雪项目上来，参与、体验滑冰滑雪成为许多人的过年新时尚。

辽宁——
看冬奥展览，体验冰雪运动乐趣

“活”起来的图画、介绍轮滑运动的书籍、辽宁运动员征战冰雪赛场

使用的比赛服……“冰雪情缘，逐梦前行——同心共圆冬奥梦”主题特

展，最近正在辽宁省图书馆展出。

“辽宁省图书馆珍藏着许多关于冰雪运动的文献和报刊，其中包括

不少珍贵历史文献，以及记录历届冬奥开幕式、辽宁运动员冬奥佳绩的

老报刊等共计 80 余种。”辽宁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王方圆

介绍，此次展览展出珍贵图片 500 余幅，文献、报刊、运动员纪念品、群

众冰雪体育器具等实物展品百余件，为观众呈现辽宁冰雪运动的民间

传统、冬奥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冰雪运动的逐梦前行。

冰车、雪橇、雪爬犁等辽宁民间冰雪运动器械实物展品陈列区，洋

溢着喜气洋洋的欢庆氛围。

现场互动环节，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的修复师进行现场雕

版刷印展示，观众可亲手体验，感受古代刻书中的冰雪之美。体感互动

游戏、冰雪文化创作、冰雪运动体验、冰雪知识普及等活动，让观众在游

戏中体验冰雪运动乐趣。

“我们希望通过展览让更多群众了解冬奥会、了解冰雪项目，吸引

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辽宁省图书馆馆长杜希林说。

宁夏——
冬奥会开幕带来旅游热

冬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天气晴好，不少市民正在阅海

湖冰面上嬉戏——这是“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宁夏冰雪运动系

列活动的举办现场。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银川的冰雪运动场地越

发热闹。

单腿冰车、冰球对抗、冰上龙舟……伴随着激越的鼓点，选手身穿

印有老虎图案的运动服，猛踩冰刀急速向前。市民马小辉拉着 7 岁的

儿子参与进来，只见他脚步一踩，身体轻旋，冰刀便滑出几道优美曲

线。“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我在湖上滑冰，趁春节，我也带孩子感受一

下。”马小辉说。

自银川向南 200公里，就来到了黄土高原上的吴忠市同心县兴隆乡黄

谷川村。数十米高的黄土丘陵环抱着洁白的滑雪场，欢笑不断。

“心跳有点快，用这种方式迎新春很刺激。”34 岁的李明是附近村

民，从十几米高的黄土坡上滑滑梯般溜下来，是他那代人共有的童年回

忆，但滑雪坡，李明还是第一次。

近几年，宁夏各地冰雪产业发展迅速。“这里山丘的高度差和冬季

寒冷干燥的气候，很适合发展冰雪运动项目。春节假期游客多，我们专

门推出了新年优惠门票。”滑雪场负责人杨鸿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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