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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八达岭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现任北京冬奥会延庆场馆群运行团队

索道经理，负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的运

维保障工作，被称为“云端守护者”。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在的小海陀山山势

陡、风大、冬季气温低，在这样的环境中，索道

是必备的通行工具。作为整个场馆的交通大

动脉，冬奥会期间，这里的 11 条索道承担着

大量的运输工作。高峰时期，每天最大的运

送量达 1 万多人次。确保所有索道安全运行

是我们团队的主要责任。

2019 年冬季，我就来到这里从事保障工

作。为了保证运行安全，我们成立了 86 人的

运行团队，还建立了快速发现、快速处理、快

速运行的“三快”索道运营安全准则。经过两

个雪季的检验，我们对索道运行情况了然于

心，并整理出了一本 16 万字的《冬奥索道运

行服务保障工作指南》，装订成册，每个技术

人员分发一本。同时，要求各个索道运维团

队绘制所负责索道站内的开关示意图，每个人都清晰记住每一个

开关和关键部件的位置，做到每个关键点位都烂熟于心，为我们

“快速发现、精准定位、及时处理”问题提供了可靠指引。2 月 5 日，

大风降温，上午 10：36，A 索 11 区出现区域脉冲数变大的情况，这

意味着索道可能会有潜在故障。我们根据赛前绘制的开关示意

图，马上判断出是防撞系统的渐进开关发生故障，并在不停车的情

况下进行了及时更换。

冬奥会开幕以来，11 条索道已经累计运行约 1600 小时，实现

了“安全、舒适、平稳”的工作目标。

这段时间，我们运行团队大部分同事每天凌晨 3 点就要起床，

每天都要很早到达场馆，在索道运行前对所有设备进行巡查检查，

确保没有任何风险才能启动运行。后续我们会继续做好索道的各

项运行保障工作，用自己的努力守护冬奥会“云端的安全”。

（作者为北京冬奥会延庆场馆群运行团队索道经理，本报记者

潘俊强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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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两面沿着山体自上而下分布的防风

网隔空矗立，吸引多人前来“打卡”。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

中技巧项目金牌得主、中国队运动员徐梦桃说：“好的场地能激发参

赛选手的最佳表现。这里的防风网得到了选手们的肯定。”

这不是普通的防风网。“本届冬奥会之前，国内市场上没有这样

的比赛专用防风网。”云顶场馆群后勤副主任束文指着眼前的防风

网说：“在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共有两处防风网的设计。每一处

都是由 9 根塔杆拉起来的 8 张网连接而成，从塔杆到网，再到连接

索、牵引装置，全部采用自主技术设计研发，通过了国际雪联的一系

列标准认证。”

石家庄铁道大学风工程团队负责人刘庆宽教授说：“赛场内每

个位置可能的风速、风向和起风的概率，都需要通过气象分析和地

形试验掌握，这样才能为防风网的高度和设置位置提供参考。”他

们在分析气象数据的基础上，做了 500 多小时的风洞试验，结合数

值模拟，掌握了大量“小气候”的一手数据，并获得了具有良好防风

效果的网的结构参数。

站在防风网前细看，每片防风网布顶部有一道较为明显的曲

线，塔杆高度也随地形高低不同。刘庆宽说：“我们分析了大量运

动员的空中滑行轨迹数据，包括赛场的哪个区域最高能飞多高等，

以确定防风网需要的高度，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市场上很多防风网都是单层结构，主要用于防尘、防雪，防风

效率低。但如果把多张单层结构的网简单‘黏合’，又会失去透光

性。此外，还要满足力学性能、耐低温、防紫外线和阻燃性能等方

面的要求。”刘庆宽说。最终，他们联合生产厂家，采用改造的设备

和特殊编织工艺，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防风网。

全部采用自主技术设计研发

防风网展现科技范
本报记者 陈晨曦 乔 栋 王 亮

2 月 12 日深夜，延庆冬奥村银装素裹，

美不胜收。延庆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抵离

副经理许嘉浩顾不上欣赏雪景，匆匆来到

班车场站。

“请问我们还能赶上 CA993 航班吗？”

不一会儿，意大利代表团官员帕特里克冒

雪而来，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原来，他们

一行 6 人乘坐的飞机因天气原因延误，机

票改签至第二天上午 8 点。担心雪天交通

不畅赶不上飞机，帕特里克专门过来询问。

“请放心，你们可以乘坐凌晨 1 点的班

车去机场，一定能按时赶上航班！”经过许

嘉浩耐心解释，帕特里克如释重负。交谈

中，许嘉浩得知帕特里克一行有 20 件行李，

包括 9 副滑雪板和 11 个大行李箱，要从 300
米 外 的 居 住 区 搬 到 班 车 场 站 ，也 是 个 难

题。“我马上安排电瓶车搬运！”许嘉浩说。

转眼便是第二天凌晨，班车场站等候

区的积雪已有半尺深。为确保道路安全，

许嘉浩和同事们一道用雪铲和扫帚清理出

一条道路。

很快，加拿大、瑞士、意大利代表团待

离境人员陆续来到班车场站。许嘉浩和同

事们推着小推车在路旁等候，帮助代表团

将行李一一搬到大巴车上。

“欢迎 2026 年到米兰看冬奥会！”临行

前，望着忙碌了一晚的许嘉浩，帕特里克热

情邀约。班车渐渐驶离，没有片刻休息，工

作人员赶紧投入后续工作。

“祝旅途愉快，欢迎再次来中国！”伴随

着这句告别语，到 13 日凌晨 5 点，许嘉浩一

共为英国、冰岛、加拿大、意大利等 7 个代

表团的 39 名成员提供了离境相关服务。

这时，他才发现，口罩已经湿透，羽绒服帽

子里堆满了雪，鞋子也结了冰。

“冬奥会期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不眠

之夜，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天工作了 18 小

时。”许嘉浩说：“我们将竭尽全力为运动员

和随队官员提供高效、便捷、流畅、安全的

抵离服务。”

日夜坚守岗位 做好抵离服务
本报记者 施 芳

本报北京 2月 16日电 （记者暨佩娟）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

16 日召开“转播及数字媒体数据”主题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

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说，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在奥运史上首次运用

8K 视频技术直播开幕式和转播重要赛事。

“数字媒体技术的出现与成熟将体育赛事转播带入新阶段，每

一个项目的特点与运动员的‘精彩’都会被镜头完美捕捉。”赵卫东

说，在短道速滑项目中，我们能看到运动员从出发到冲过终点激动

人心的过程；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中，360 度“自由视角”系统为

观众多角度重现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国际奥委会电视和营销服务负责人蒂莫·卢姆说：“2008 年

时，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第一届数字奥运会，持权转播商第一次大

规模地用数字技术向观众转播赛事。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则在传

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之间形成了很有意义的历史转换，冬奥会转播

的小时数达到了历史新高。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收视率超越了往届冬奥会开幕式。”

赵卫东透露，北京冬奥会 2月 20日闭幕之后，北京冬奥组委将立

即进入冬残奥会转换期。在场馆设施、赛事组织、赛事服务和宣传文

化等方面都会同步推进相关工作，要根据冬残奥会赛事运行的需要

进行调整和优化，满足冬残奥会的需求，确保“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北京冬奥会实现8K视频技术直播和转播

2 月 16 日，奥地利队选手约翰内斯·
施特罗尔茨在高山滑雪男子回转项目中

获得亚军，收获了自己在北京冬奥会上的

第二枚奖牌。6 天之前，他在高山滑雪男

子 全 能 项 目 中 夺 得 的 金 牌 更 加 意 义 非

凡。 34 年前的卡尔加里冬奥会上，他的

父亲休伯特·施特罗尔茨正是同一个项目

的冠军。追赶父亲的脚步，29 岁的约翰

内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 枚 金 牌 ，约 翰 内 斯 赢 得 很 艰 辛 。

此前，大器晚成的他还没有获得任何一

项世界大赛的冠军，去年更是一度落选

奥地利国家队。为了贴补家用，约翰内

斯成为一名交警，在家乡巡逻、指挥交通

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下班后还要继续到

农场打工挣钱。

在约翰内斯人生最灰暗的时刻，父

母给予了他莫大的鼓励与支持。“父母一

直是我的榜样，让我在困难的时候依旧

奋力前行。”约翰内斯说。

身为昔日冬奥会冠军的休伯特，对

于儿子的困难和艰辛感同身受，也最能

理解这份对于冬奥梦的执着与追逐。34
年间，父子二人先后登上了同一项目的

最高领奖台，使得这个故事有了圆满的

结局。

有父子传承，也有兄弟相继。波多黎

各高山滑雪运动员威廉·弗莱赫蒂 3 岁时

被诊断为患有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

增多症。他的哥哥查尔斯捐献了自己的

骨髓，挽救了他的生命。在哥哥参加了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之后，今年，17 岁的威

廉踏上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2 月 9 日，来自拉脱维亚的希克斯兄

弟携手，获得了双人雪橇的第五名。 11
日，日本队选手平野步梦在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中夺得冠军，同场竞技

的弟弟平野海祝赶紧上前庆贺。北京冬

奥会赛场上有不少传承奥运梦想的故事，

为这场冰雪盛会带来了别样的精彩。

同是一家人 共圆冬奥梦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季 芳

已近傍晚，尽管太阳还没落山，位于

张家口崇礼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气温

已降至零下 15 摄氏度。 2 月 11 日举行

的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男子 15 公里（传

统技术）比赛中，金牌得主芬兰名将伊

沃·尼斯卡宁完赛后没有返回温暖的休

息室，而是站在终点处迎接每一名冲线

的选手，直到最后一名选手——哥伦比

亚老将卡洛斯·金塔纳撞线。

尼斯卡宁与金塔纳击掌相拥，像久

别重逢的老友。尼斯卡宁说：“所有的运

动员都应该彼此尊重，每个人都需要努

力拼搏，才能站在冬奥会赛场上。”

14 日的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

比赛中，美国队选手阿什莉·考德威尔第

一时间向金牌得主、中国队选手徐梦桃

送上拥抱，并真挚地对她说：“我真为你

感到骄傲。”15 日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

台决赛中，中国小将苏翊鸣完成高难度

动作夺金，参赛选手纷纷与他击掌相庆。

同场竞技，共同追求卓越。各代表

团选手是竞争对手，更是共同挑战极限

的朋友。“更快、更高、更强”的相同目标，

凝聚起“更团结”的共识。

在 13 日举行的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颁奖仪式上，中国队选手张楚桐

拿出手机，与冠军荷兰队和亚军韩国队

自拍。“当时特别开心，这种喜悦当然应

该分享一下。”张楚桐说：“大家虽然是竞

争对手，但也是互相尊重的好朋友，希望

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瞬间。”

赛场上还有不少超越胜负的瞬间。

在 16 日 的 男 子 冰 壶 循 环 赛 上 ，中

国 男 子 冰 壶 队 展 现 出 十 足 的 绅 士 风

度。关键的第十局，中国队以 4∶5 落后

瑞 士 队 。 这 时 ，瑞 士 队 队 员 的 脚 碰 到

壶，按照规则，中国队可以选择将瑞士

队的壶作废，也可以维持原状。如果做

出第一个选择，中国队将在比赛中获得

优 势 。 但 经 过 讨 论 ，全 队 决 定 维 持 原

状。队长马秀玥表示：“我们不会因为

对自己有利就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我

们有信心可以解决这样的局面。”最终，

马秀玥最后一投成功拿到两分，中国队

获得了比赛胜利。

在此前中国队与美国队的男子冰壶

比赛进行到第六局时，美国队三垒将中

国队大本营内的红壶击出营外。在没有

人注意的情况下，美国队队长舒斯特主

动承认，队员在擦冰时不慎碰到了中国

队占位壶，并询问马秀玥，表示中国队可

以把壶放回大本营。马秀玥与队友确认

后选择了继续投壶。“冰壶是一项绅士运

动，虽然裁判说可以把球摆回去，但我们

认为这并没有影响到投球线路，就不会

这么做。”马秀玥说。舒斯特也为中国队

的选择点赞：“这个决定是体育精神的绝

佳体现。”

赛场之外，也不乏温暖瞬间。

2 月 7 日，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

媒体中心内，瑞士记者帕斯卡收到一顶

新闻运行工作人员送来的棉帽，激动不

已。当天，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迎来北京

冬奥会高山滑雪首个项目男子滑降的比

赛，瑞士选手是该项目夺冠大热门。帕

斯卡在匆忙赶赴赛场的过程中丢了帽

子，焦急的他找到工作人员说：“我需要

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没有帽子会非常冷，

请你们帮我找一下，或者哪里能买到也

可以。”

得知帕斯卡的情况后，记者工作间

主管赵梓彤第一时间帮他联系寻找，但

没有找到。工作人员多番努力，最终找

来了一件以“延庆蓝”为设计主题的文创

产品——一顶帽子，解了帕斯卡的燃眉

之急，更搭建起一座温暖的友谊桥梁。

看着工作人员特地送来的帽子，帕斯卡

感到非常惊喜。他表示：“特别荣幸能

收到这顶帽子，在这里的工作体验太美

妙了。能够来到北京参与高山滑雪的

采访工作，我感到很开心。”帕斯卡说，

他的同事非常羡慕他，他们也将在自己

的媒体上讲述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这段

中国之旅的美妙。

在冬奥赛场，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

动人故事和感人瞬间，彰显着卓越、尊

重、友谊，这也必将凝聚起奥林匹克大家

庭一起向未来的强大力量。

赛场内外，温暖瞬间超越胜负
本报记者 陈晨曦 刘硕阳 李 硕

图①：2 月 15 日，男子冰壶循环

赛中，中国队选手许静韬（前左）在

一场比赛结束后与挪威队选手芒努

斯·沃格贝里碰拳致意。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图②：2 月 13 日，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后，荷兰队选手与

中国队选手张楚桐（中）自拍留念。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图③：2 月 14 日，自由式滑雪女

子空中技巧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徐

梦桃（左）获得冠军，美国队选手阿

什莉·考德威尔向她表示祝贺。

本报记者 王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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