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人民对冰雪运动很感

兴趣，我们一直关注着北京冬奥

会的进展。”南非奥委会主席巴

瑞·亨德里克斯日前在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很早就进

入了北京冬奥时间！”他向记者

展 示 了 自 己 的 社 交 媒 体 信 息

—— 北 京 冬 奥 会 从 筹 办 到 比 赛

的多个重要节点，他都发文表示

祝贺，“南非的体育运动爱好者

和我一样，赞赏北京冬奥会的精

彩非凡”。

受地理及气候等条件影响，

冰 雪 运 动 在 南 非 还 是“ 小 众 项

目”。目前，南非只在西部山区

有一个冬季运动中心，部分运动

员 在 此 受 训 。 亨 德 里 克 斯 说 ：

“虽然条件有限，但运动员训练

很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在冬奥赛

场上拼搏。我们也希望通过北

京冬奥会，通过专业、高水平的

奥运赛事，让大众感受到奥林匹

克精神中的友谊与和平。”

亨 德 里 克 斯 曾 是 一 名 专 业

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与体育

相关的工作。他表示，在南非争

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进程中，体

育在呼吁团结和增强民众凝聚

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世

界需要北京冬奥会这样的平台，

增进各国团结互助的信心和力

量。“北京冬奥会必将为全世界

留下共同的文化遗产。”亨德里

克斯说。

亨德里克斯强调，北京冬奥

会在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场馆绿

色电力全覆盖，节能、低碳、废弃

物与废水处理等诸多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是中国贯彻新发展理

念 在 冬 奥 实 践 中 的 生 动 样 本 。

线上线下方式的结合，让各国各

地区的体育爱好者在疫情防控期间也能观赏冬奥会。“我认

为，南非可以学习中方在办奥过程中的经验和做法，让更多

的赛事组织活动绿色、健康。”亨德里克斯说。

（本报约翰内斯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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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申办成功至今，北京冬奥会为城市发展带来

诸多新变化。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技术等领域新亮点层出不

穷，京津冀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冰雪产业加速发展，绿色成

为城市的鲜亮底色……城市发展充分享受冬奥机遇，也吸引

国际社会积极关注。

城市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京礼高速直达赛区核心区，京张高铁直达

延庆城区，场馆建设和交通路网不断完善……

北京冬奥会的一项项建设成果，极大提升城

市建设水平，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产业深度

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每个赛区都像一个加速

器，有力带动地区发展。”国际奥委会企业和

可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感慨道。

她注意到，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

市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冬季运动场所聚集地之一，延庆也增

加不少文化场馆丰富民众生活，为城市实现发展转型和繁荣

提供了契机。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泽米尔·阿

万曾长期在北京工作，一直关注北京冬奥会进展。首钢园区

利用充满时代感的工业遗存，打造独具特色的冬奥赛场，同时

初步形成科技产业集聚区，成为北京新的城市地标。“这是近

年来中国产业转型发展成果的生动展示，体现了城市建设创

新。举办北京冬奥会，描绘了城市发展新画卷。”阿万表示。

俄罗斯作家、汉学家尤里·宜刘新曾在华工作 20 年。在

他看来，北京冬奥会筹办期间，移动支付、数字化服务和通信

技术等进一步发展，道路交通设施愈加完善，人工智能等创

新产品为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将城市面貌提升到新高度。

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肯尼思·哈蒙德表

示，北京冬奥会促进了 5G 等技术广泛应用，京张高铁等开

通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路网系统。“新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

机遇，为城市长远发展赋能。首钢园区等工业设施的再利

用，也提升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世界上首条时速 350 公里的智能高铁——

京张高铁正式通车，张家口正式进入京津冀

“一小时经济圈”，北京与张家口市崇礼区

之间原先 3 个多小时的车程缩短为 50
分钟。乘上冬奥快车，崇礼的冰雪

产业发展迎来重要机遇，从大山里

的小镇，成为全球聚焦的滑雪胜地，

并 于 2019 年 退 出 贫 困 县 序 列 。 如

今，张家口每年的滑雪人次从 20 万

增加到 200 万以上，京津冀一体化发

展辐射作用更明显。

崇礼的发展，让比利时财经杂志

《走进比利时》总编辑弗朗索瓦·曼

森 感 触 颇 深 。

几年前，她曾到访张家口，当时这座城市在比利时并不出

名。现在她发现，身边许多朋友都了解张家口，还想去崇礼

滑雪。“崇礼通过北京冬奥会打响了国际知名度，成为张家口

的新名片。”曼森由衷感叹，冰雪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有效

推动当地发展振兴。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表示，北京冬

奥会点亮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机遇，带动基础设施、体

育、休闲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北京冬奥会体现了区域一

体化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北

京冬奥会闭幕后，京张高铁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让当地居

民受益。”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地区协同发展迈入新

阶段。”南非国民议会事务主席弗罗里克表示，京张高铁的开

通进一步提升了北京和周边地区的联通性，也带动张家口地

区建设世界级高水准的冰雪场馆及设施，大大加速北京周边

地区的整体发展。

阿联酋《宣言报》网站专门刊文介绍了京张高铁运行。

文章指出，京张高铁连接了北京和张家口赛区，新型奥运版

复兴号动车组还配备了多项智能环保设备，成为北京冬奥会

以及北京同周边地区的交通“大动脉”。

韩国《亚洲经济》报道，随着投资增加和基础设施的完

善，张家口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经济发展获得新动

力，成为中国冬季运动产业的聚集地和旅游胜地。冬奥会结

束后，相关产业仍将维持乐观增长。

可持续未来呈现新前景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中，实现绿色低碳、积极参与冰雪

运动等理念也融入城市建设和民众生活，可持续发展获得了新

动力。

“绿色低碳理念体现在北京冬奥会很多细节处。”加拿大

高山滑雪运动员布罗迪·西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冬奥村，很多设施器具使用了环保材料，能有效减少碳排

放和污染，令人赞叹。从场馆建设到垃圾分类，北京冬奥会

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将助推城市绿色可持续

发展。

库恩表示，2020 年京津冀三地单位 GDP 能耗均较几年

前大幅下降。在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带动下，

绿色发展指数、创新发展指数、共享发展指数都将成为衡量

中国城市发展水平的新标准。

在华生活期间，宜刘新时常参与冬季运动。他看

到，北京及周边地区新建不少滑雪场，场地设施、服

务水平和住宿配套设施都在不断完善。“北京

冬奥会结束后，这些冰雪运动设施继续服务

普通民众健身需求，将带动更多年轻人积极

参与冬季运动。”

萨鲁瓦表示，延庆和张家口地区因北

京冬奥会获得巨大发展。她相信，北京

冬奥会的积极影响还将进一步扩大，推

动当地旅游业繁荣发展，创造更多就业

岗位。

（本报北京、伊斯兰堡、莫斯科、布

鲁塞尔、华盛顿、约翰内斯堡、开罗 2月
13 日电 记者李欣怡、暨佩娟、杨迅、

万宇、陈尚文、程是颉、隋鑫、任彦、李

志伟、邹松、周輖）

冬奥会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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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大半个地球，从南半球的亚热带来到北京，两名

玻利维亚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挑战自我、追逐梦想。

29岁的卡梅尔兰德参加高山滑雪男子滑降和男子超级

大回转两个项目，在男子滑降项目上取得第三十四名的成

绩。他表示自己非常享受这次冬奥之旅。入住延庆冬奥村

时，卡梅尔兰德就感受到组织方不一般的热情：“志愿者送给

我装有春节礼物和装饰品的礼盒，我也过了一个中国年！”

卡梅尔兰德第一次来中国，很是兴奋：“每个人都很友

善，竭力为我提供帮助。冬奥村和赛场设施都很棒，赛事

组织者和志愿者付出了巨大努力。”

卡梅尔兰德的队友格隆伦德参加了越野滑雪男子 15
公里（传统技术）比赛，虽然排名靠后，但他完成了赛事，并

表示实现了赛前的目标。

玻利维亚西部地处亚热带，由于安第斯山脉纵贯境

内，具备开展冰雪运动的自然条件。“过去，玻利维亚有很

多冰雪运动爱好者，但由于缺乏资金、器材、教练等，难以

开展专业训练。”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玻利维亚奥委会主席

阿尔赛介绍。

得益于中方对玻利维亚的体育技术援助项目，2021
年 11 月，玻利维亚多名教练员和运动员来到黑龙江省亚布

力体育训练基地，参加相关训练。在亚布力训练的队员

中，26 岁的莫林内多之前是一名轮滑运动员，现在已完全

掌握了越野滑雪技术。莫林内多说：“我的运动能力和身

体素质在全面提高，希望未来可以作为运动员或教练员代

表玻利维亚参加冬奥会。”对教练薇薇安而言，她希望将

在中国学到的滑雪知识传授给玻利维亚青少年，培养出

更多专业冰雪运动员。

北京冬奥赛场上，卡梅尔兰德和格隆伦德努力为玻利

维亚留下他们的冰雪印记；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里，他们

的同伴刻苦训练，为心中的梦想而拼搏。“很高兴看到有更

多玻利维亚教练员、运动员来中国参加冰雪运动训练。未

来 ，玻 利 维 亚 也 将 拥 有 一 支 越 野 滑 雪 队 ，驰 骋 在 国 际 赛

场。”格隆伦德满怀憧憬。

玻利维亚滑雪运动员——

挑战自我

追逐梦想
本报记者 李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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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 月 13 日，外国选手在北京冬奥

会冬季两项女子 10 公里追逐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图②：2 月 13 日，瑞士选手马尔科·奥德

马特获得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

金牌。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图③：2 月 12 日，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

男子 500 米决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俄罗斯

奥委会队选手在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李 昊摄

图④：北京冬奥列车在雪中飞驰。

邢子鸣摄（人民视觉）

“这是一个智能消毒机器人，自动喷洒消毒剂。”日前，俄罗

斯奥委会队的阿列克谢·亚古丁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了一段视

频。视频里，他一路追着正在进行雾化消毒作业的机器人拍摄，

兴奋地向网友们介绍机器人的功能。北京冬奥会上，机器人在

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巡逻、送餐、引导、消毒、清废等

服务。

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一个名叫“笨笨”的机器人执行

着“全能防疫任务”。作为移动测温和防疫监督机器人，它能按

规定路线主动寻找人员，在场馆里来回巡逻，测扫周边人员体

温。此前，有外媒发布了一段视频，“笨笨”在工作时发现和它打

招呼的外国运动员没有戴口罩，于是立刻停下“脚步”，发出“请

佩戴医用口罩”的语

音提醒。

锁定目标，挥臂

前 进 ，前 后 左 右 ，下

一个目标……在“ 冰

立方”的运动员更衣

室 门 口 ，智 能 消 毒 机 器 人 熟 练 地 对 物 体 进 行 深 紫 外 线 消 毒 。

据介绍，在面对复杂物体时，这款机器人不仅能识别其形状，

还 能 自 主 规 划 消 毒 轨 迹 ，实 现 高 效 、精 准 消 毒 。 机 器 人 配 备

的准分子消毒灯，能发出 222 纳米波长的紫外线，对被照射的

空气实现消毒。

作为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承担防疫重任的智能机器

人广受赞誉。日本《每日新闻》指出，北京冬奥会大量使用智能

机器人提供服务，避免了人员接触，且效率很高。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报道说，闭环场地中使用机器人，这些创新展示了北京冬奥

会的高科技水平。法国 24 电视台称赞，这是“展现未来愿景的

高科技实验室”。

智能机器人成为防疫“小卫士”
本报记者 李欣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