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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在现场观看了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这是我人生中

最美妙的体验之一。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自信、

自强。今年，我再次来到北京，出

席北京冬奥会有关活动。虽然季

节、温度都与 14 年前不同，但不

变的是奥运会带来的热情。

在意大利成功申办第二十五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我被

任命为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

丹佩佐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我

的责任重大，与同行的交流学习

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米兰—科

尔蒂纳丹佩佐冬奥组委已与北京

冬奥组委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

以线上线下方式举行了 50 多场

会议，取得了不少成绩。

北京冬奥会筹办和组织方面

的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北

京、张家口两座城市之间的道路

十分通畅，中国专门修建了京张

高铁将北京、延庆、张家口 3 个赛

区连通在一起，便捷的高速公路

通往各处赛场。米兰—科尔蒂纳

丹佩佐冬奥会的 9 个赛事举办地

分布在意大利北部的各个地区，

覆盖面积达到 2.2 万平方公里，交

通将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北

京冬奥会期间，我将乘坐京张高

铁，感受它的效率，并努力为我们

的交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北京冬奥会很好地践行了低

碳、可持续理念。中国大量利用

已有场馆并将其改造，大大降低

了建设成本。这些场馆将在北京

冬奥会结束后向公众开放，会吸

引 大 量 民 众 加 入 冬 季 运 动 的 行

列 。 北 京 冬 奥 会 场 馆 建 设 和 改

造 中 的 许 多 低 碳 措 施 令 人 耳 目

一新。举办一届低碳、可持续的冬奥会也是我们的重

要目标。我们专门成立了研究绿色可持续问题的小

组，目前正在对北京冬奥会场馆进行考察研究。我相

信，意中两国合作将为绿色奥运树立良好开端。

新冠肺炎疫情对北京冬奥会筹办和组织工作造

成了不少困难，但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

残奥委会一起制定了完备的疫情防控方案，在保证赛

事正常进行的同时，努力保障参赛及相关人员、中国

人民的健康安全。所有代表团都必须严格遵守北京

冬奥会期间的防疫政策，我们对此表示尊重。我想强

调的是，安全至上，只有在不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运

动员才能以最好的身体状态迎接每场比赛，观众才能

放心地为运动员呐喊助威，“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目标才能实现。

我始终认为，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为世界奉

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是中国许下的庄

严承诺。中国言必信、行必果，体现出的专业精神令

世人刮目相看。我祝愿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同时也

将从北京冬奥会多汲取经验，让米兰—科尔蒂纳丹佩

佐冬奥会同样成为一届成功的冬奥会。

（作者为 2026年意大利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

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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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是第一届从申办、筹办到举办全过程践行《奥

林匹克 2020 议程》的奥运会。北京冬奥会期间，绿色办奥理念

的生动实践得到参赛各代表团以及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实现场馆可持续利用

国家游泳中心成为全球首个完成“水冰转换”的场馆，首都

体育馆从排球项目转为举办冰上赛事，五棵松体育中心 6 小时

完成“冰篮转换”……多个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场馆华丽

转身，实现了奥运场馆可持续利用。

在“冰立方”进行首场比赛后，瑞士冰壶运动员燕妮·佩雷

特感慨说：“这个场馆太美了，冰面也很好，我非常享受在这里

比赛。”当听说场地由游泳池改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美国冰

壶运动员维多利亚·珀辛格直呼“太神奇了”。

昔日的首钢工业园区里，建起了滑雪大跳台。美国自由式

滑雪运动员尼古拉斯·戈珀认为，在工业遗产再利用方面，“这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加拿大运动员埃文·麦克埃克伦说：

“这个场地落地区非常宽，一切都很舒服，我感觉非常安全。”冬

奥文化与首钢工业遗址完美融合，充分体现了北京冬奥会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

埃及外事委员会委员、《金字塔报》专栏作家贾巴拉说：“北

京冬奥会充分利用既有场馆和设施，这一做法值得在大型国际

体育赛事上推广。”

“北京冬奥会最大程度使用了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场馆，这

表明 2008 年的‘奥运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

本报记者说，北京冬奥会场馆设施将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创造

更多便利条件。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地理学家罗伯特·施泰格认为，北

京冬奥会点燃了广大民众对冰雪运动的热情，将有利于新建

冬奥场馆等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获得更好回报。

冬奥场馆 100%使用绿电

在北京延庆区冬奥森林公园，很多树木都贴着一个专属二

维码“身份证”，扫一扫就会发现，它们是延庆赛区建设时移植

而来。延庆赛区的场馆建设坚持以“避让”为第一原则，尽量就

地保护原生树木，确实无法避让的，则采取近地保护或迁地保

护措施。

张北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被转换成绿色电力，输送到北

京、延庆、张家口 3 个赛区，点亮了北京冬奥会场馆，实现了全

部场馆常规能源 100%使用绿电。国家速滑馆等 4 个场馆使用

新型二氧化碳直冷制冰技术，力求打造“最快的冰”。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奔勇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火

炬点燃方式独特新颖，让我们看到中国用绿色描绘未来的创新

力和行动力，中国的绿色办奥理念向人类展示了关于未来的无

限可能”。

冬奥会雪上场地采用智能造雪，相对于传统造雪，可节

约水资源消耗约 20%。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约翰·埃利亚施

表示，冬奥会滑雪项目在大自然中进行，这意味着滑雪运动

员肩负着保护环境的重任，国际雪联全力支持中国绿色办奥

理念。

国际滑雪联合会前秘书长莎拉·刘易斯表示，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雪飞燕”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的建设过程体

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还修建了通往延庆和崇礼的高铁，

为民众“滑雪短途游”提供便利，将休闲运动与冰雪运动产业更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法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蒂娜·比埃表示，在冬

奥会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中国民众更加青睐绿色低碳的

生活习惯，这对全球碳减排事业具有积极意义。英国“社会主

义 中 国 之 友 ”网 站 联 合 主 编 卡 洛 斯·马 丁 内 斯 表 示 ，北 京 冬

奥会是世界上第一届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为所有场馆供电

的奥运会，“它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坚定决心”。

秉持尊重自然的原则

俄罗斯国立体育运动青年与旅游大学校长塔玛拉·米哈伊

洛娃指出，北京冬奥会所有设施的建设都秉持尊重环境、不违

背自然平衡的原则。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没有给中国带来环境压力，绿色办奥

理念向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即举办大型活动与生态保护可以

平衡。”智利国家滑雪运动联合会总经理马丁·加西亚说。

奔勇表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绿色、低

碳、循环的高质量协同发展，用科技创新来解决资源环

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推动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为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

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马丁·加西亚说，绿色办奥充分体现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望和努

力，展示出一起走向美好未来的

愿景，也为世界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国

际 奥 委 会 企 业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总 监 玛 丽·

萨鲁瓦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行动对于奥林匹克的未

来至关重要，“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北京冬

奥会将是面向未来的重要里程碑”。

（本报北京、布鲁塞尔、里约热内卢、曼

谷、巴黎、开罗、柏林、首尔、莫斯科 2 月 9
日电 记者暨佩娟、李硕、杨迅、陈尚

文、任彦、李晓骁、孙广勇、刘玲

玲、黄培昭、花放、马菲、隋鑫）

绿色办奥，铺就北京冬奥会底色

在蜿蜒洁白的雪带上辗转腾挪，一飞冲天。背后高大厚重

的灰色冷却塔静谧矗立，见证着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各国运动员

创造佳绩。“首钢滑雪大跳台可能是本届冬奥会的最佳创意！”

美国媒体这样评价。

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设计灵感来自敦煌壁画“飞天”飘带，因

此得名“雪飞天”。

2 月 7 日，首钢滑雪大跳台迎来首个比赛日，众多运动员被

这处赛场的独特魅力吸引。石景山旁、群明湖畔，“雪飞天”与

湖光山色相映成辉，近处的冷却塔和远处的炼钢高炉又添加了

工业风韵，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挪威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比尔克·鲁德表示，这座场馆十分

惊艳，在这里比赛令人着迷。2 月 9 日，他在这里获得自由式滑

雪男子大跳台冠军。美国运动员亚历山大·霍尔说：“这个场馆

创造了历史，有这么好的场馆，技术提高是自然的事。”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本届冬奥会唯一一个在北京中心城区

的雪上项目场馆，也是世界上首个永久性大跳台场地。大跳台

在设计、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到赛后利用。赛道在建设时就预

留了出水口，大跳台不仅可以滑雪，未来还可根据需求改造成

滑水、滑草等更多项目。

“它实现了竞赛场馆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城市更新的完美

融合。关注 7 年多，我见证了这个伟大建筑的诞生。”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表示，首钢园化身奥运场馆，给体育设施创新利用

带来了惊喜。

不仅是首钢园，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体育馆、首都

体育馆等场馆在本届冬奥会上都华丽变身，成为冰雪运动场

馆。国际奥委会企业和可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表示，北

京 2008 年夏奥会的场馆重新利用，让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成为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盛赞“雪飞天”

“我见证了这个伟大建筑的诞生”
本报记者 万 宇

“ 我 把 拍 的 视 频 看

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我

经历过的最可爱的事情

……每次看到视频里那

位 中 国 男 生 ，对 我 说

Welcome to China（欢

迎来到中国）时，我都会

泪流满面。我们感到备

受欢迎……”

近日，美国运动员泰莎·莫德讲述自身经历的一段视

频，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受到关注。在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上，泰莎用手机拍摄下一位身穿粉色上衣的中国志愿

者。这位志愿者冲她热情地挥舞着手臂，真挚的欢迎话

语，让泰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泰莎视频里的中国志愿者，是清华大学的大三学生

孙泽宇，他在开幕式担任标兵志愿者。在社交媒体上刷

到这段视频后，孙泽宇非常惊喜，立即给泰莎写了一封英

文信件：“我很感动，你还记得我，记得我对你们的欢迎。

当你走向我时，我听到你说‘你好’，我也发自心底地说

‘欢迎来到中国’……真诚祝愿你在北京取得最佳成绩。

我 会 观 看 你 所 有 的 比

赛 ，为 你 喝 彩 ……”在

信件中，孙泽宇还邀请

泰 莎 在 疫 情 结 束 后 再

来中国，届时将为她当

导游。

在收到信件后，泰

莎 再 次 发 布 了 一 条 视

频，对孙泽宇和其他所有给予她们支持的新朋友表示衷

心感谢。

一次偶然邂逅，成就一个动人故事。“我很荣幸，能代

表大家站在冬奥舞台上，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这是

我迄今做过的最酷的事。冬奥会让友谊传递。”孙泽宇颇

为自豪。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人的善良热情”“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相关报道发出后，网友纷纷为泰莎留

言点赞，也为像孙泽宇一样的冬奥志愿者点赞。在不同

地方，通过不同方式，用不同语言，冬奥志愿者向各国各

地区运动员和嘉宾展示友好，传递热情，唱响“一起向未

来”的和音。

冬奥志愿者与美国运动员热情互动

“冬奥会让友谊传递”
本报记者 杨 迅

图①：2月 9日，外国选手在单板滑

雪男子 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比赛中。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②：五棵松体育中心采用二氧

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制冰，是世

界上最大的超低能耗体育建筑之一。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图③：2 月 10 日，在国家游泳中心

“冰立方”进行的男子冰壶循环赛中，

意大利队对阵英国队。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图④：2 月 9 日，自由式滑雪男子

大跳台比赛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

进行。图为瑞典选手奥利韦尔·芒努

松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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