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的中国，申办、筹办、举办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为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

精彩的奥运盛会。

冬奥让城市更美好，城市让冬奥更精彩。

当悠久辉煌的东方文明与奥林匹克再度牵手，

当“一起向未来”的歌声响彻赛场内外、传遍五

洲四海，人们看到，在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

京，冬奥与城市紧紧牵手，一起向未来。

前不久，《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遗产报告集（2022）》发布，全面梳理总结了冬

奥筹办 6 年多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北京冬奥

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冬奥会多方面筹

办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的遗产，使广大人民

群众提前受益，带动了城市和地区发展，开创

了奥林匹克运动与举办城市和区域共赢发展

的新局面。

近日，记者走进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石

景山区、延庆区，倾听冬奥与城市的交响。

朝阳区——

倾情保障 燃情冰雪

当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绚丽焰火照亮国家

体育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消防安保

团队负责人张金滨的目光迅速由夜空追向地

面，努力寻找可能的隐患点。

151 处临时设施、数不清的树木绿植……

在 114 万平方米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

张金滨与 6 名消防员一道，查了一遍又一遍。

朝阳区内坐落着国家体育馆、国家速滑

馆“冰丝带”、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3 座竞赛

场馆，以及国家体育场、北京颁奖广场等 8 家

非竞赛场馆。顺畅的交通、及时的医护、周密

的安保、真诚的笑脸……激情飞扬的赛场之

外，朝阳区用细致暖心的服务拥抱冬奥盛会。

当 最 后 一 辆 参 加 闭 幕 式 的 车 辆 安 全 驶

离 ，朱 孝 文 盯 着 监 视 器 的 眼 睛 已 经 有 些 发

红。作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

交通支队副支队长，他和同事们驻守在奥体

中心西门景观大道的现场指挥所，负责闭幕

式期间国家体育场周边的交通保障。“我们支

队的同志，全员上岗。”朱孝文说，“只要安全

顺畅，一切就都值了。”

既有严谨细致的指挥调度，也有无微不

至的温馨服务。“冬奥会让我交到了很多外国

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北京，期待着下一次重

逢。”朝阳区冬奥翻译团队成员郑美玉，冬奥

会 期 间 在 涉 奥 酒 店 为 外 国 入 住 人 员 提 供 帮

助。截至冬奥会闭幕，朝阳区累计启用涉奥

酒店 83 家。

“冬奥会圆满结束，但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的浓厚氛围将在朝阳区延续。”朝阳区体育局

副局长韩红介绍，近年来，朝阳区每年有 600
余场次冰雪活动进社区、进公园、进校园，每

年 吸 引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的 群 众 超 过 100 万 人

次。“可以预见，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朝

阳居民踏上雪场、走进冰场。”

海淀区——

科技赋能 添彩助力

海淀区拥有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

心两座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冬奥会期间，海

淀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利用多种前沿技

术和科技产品，支撑赛事保障运行高效、服务

便捷。

在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的闭环

外入口及观众入口，设置了 19 台数字哨点设

备以及 12 台服务机器人，观众通过人脸识别、

检票验码、身份证识别等任何一种方式提供

身份信息后，即可在 1 秒钟内完成身份验证、

智能测温、健康码查询等流程。

2 月 19 日 ，在 海 淀 区 当 代 商 城 ，一 块 高

13.44 米、长 24 米的 8K 超高清户外大屏正在转

播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赛事，吸引了不少市民

驻足观看。“太震撼了！比家里电视机更清楚，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场一位观众告诉

记者。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产业二处副处长程

万 慧 介 绍 ，北 京 冬 奥 会 期 间 ，由 超 高 清 视 频

（北京）制作技术协同中心自主设计、集成建

造 的“5G + 8K”全 业 务 转 播 车 开 进 首 都 体 育

馆，对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赛事进行全程 8K
转播，总转播时长超过 80 小时。

冬奥会火炬在颐和园传递期间，由海淀区

高科技企业发射的卫星，实时向活动现场人员

发送祝福短信；石墨烯制成的加热围巾、马甲、

手套等服饰，让工作人员在寒风中感受融融暖

意；海淀区两个竞赛场馆内构建的空间感知网

络，可实时计算分析工作人员安全社交距离，

助力新冠肺炎疫情精准防控……一项项来自

海淀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新技术，在冬奥赛场

应用中广受好评。

石景山区——

提升基础 产业转型

站在北京首钢园空中廊道上远眺，在群明

湖水倒映下，首钢滑雪大跳台美不胜收；曾经

的老厂房改造升级为冬奥训练场馆；原为炼铁

原料区的西十筒仓，成为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

地……冬奥唤醒首都工业文化新价值，首钢老

厂区从工业锈带变身冬奥新地标和城市新景

观。到首钢滑雪大跳台观赛的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称赞说：“这个标志性的场馆，超出我的

想象，是奥林匹克带动城市更新的范例。”

“我们坚持办赛事就是建城市的理念，深

入推进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大力提升城市

基础设施，全时全力服务保障冬奥会筹办举

办。”石景山区委书记常卫说。

围绕服务保障冬奥会，石景山区积极推动

冬奥重点项目建设。2015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

申办以来，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及主运行中心等

冬奥场馆群建成投用，冬奥配套工程如期完

工，冬奥环境景观精彩亮相，一批冬奥城市地

标建设改造投用。冬奥会赛时，石景山区全面

履行属地责任，持续优化场馆运行和赛事组

织，从医疗、交通等多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借势冬奥，石景山区高水平打造以北京

冬奥组委区域为中心的“一园、一路、一社区”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阜石路冬奥景观大

道、广宁街道高井路冬奥社区）城市公共空间

环境体系。去年 10 月，占地 1142 公顷的北京

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开门迎客，形成了城景渗

透、亲民共享、冬奥元素突出的城市滨水开放

空间。家住附近的市民王慧高兴地说：“我们

有了游玩好去处。”

自北京冬奥会筹办以来，石景山区引进

社会投资，持续加大冰雪场地设施供给，现已

形成“十冰六雪”的场地设施布局。此外，石

景山还借助先进技术在社区、学校、体育场馆

等建设季节性冰雪休闲场地和可移动装配冰

场，满足不同人群的冰雪运动需求。近 3
年来，石景山区已累计接待约 49 万人

次上冰雪。

延庆区——

保护生态 绿色发展

绵延的小海陀山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如飞燕展翅，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如游龙盘旋，

它们分别被赋予极具中国风的名字“雪飞燕”

和“雪游龙”，生动诠释了北京冬奥会延庆赛

区“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的设计理念。

场馆建设坚持以“避让”为第一原则，尽量

就地保护原生树木；山地新闻中心采用建筑光

伏一体化技术，引领绿色节能新潮流……作为

北京冬奥会 3 个赛区之一，延庆区走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的路子，努力交出服务保障冬奥

会、推动区域转型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在延庆区张山营镇的后黑龙庙村，原本在北

京城区做生意的张海超，得知家乡张山营镇将规

划打造“冬奥冰雪休闲小镇”，于 2016 年返乡创

业，创办的一家民宿广受游客欢迎。“如果没有北

京冬奥会，民宿市场不会这么火爆。”张海超感慨。

“500 多个民宿院落，1000 余家星级民宿

户有序经营，‘冰雪+旅游’产业正在如火如荼

地发展。”延庆区区长于波 1 月 13 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曾经，提起延庆，“远”是很多北京城区居

民的第一感受。得益于北京冬奥会筹办，京礼

高速、京张高铁延庆支线等建成通车，加上市

郊铁路 S2 线，拉近了延庆与北京城区的距离。

如今，冰天雪地正给延庆区带来金山银山。据

统计，今年春节假期延庆共接待游客 46.7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7200多万元。

改变的不只是交通，延庆区聚焦绿色发

展，加快创新型产业建设步伐。围绕气象监

测、应急救援等冬奥服务保障及城市运行需

要，延庆区将无人机作为重点培育产业之一，

盘活 1.1 万平方米闲置厂房，着力发展无人机

全产业链。助力构建冬奥低碳交通体系，延

庆区建设氢能产业园，探索绿色氢能的示范

应用，促进氢能产业发展。

办盛会 促发展 向未来
本报记者 贺 勇 王昊男 潘俊强

北京冬奥会产生的 109枚金牌，51枚出自张家口

赛区，其竞赛场馆均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春花烂漫、夏日青葱、秋色斑斓、冬浸水墨……

为推动生态办奥，崇礼对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等场馆周边自

然环境进行生态修复、系统治理，让体育设施与自

然景观和谐相融。

绿色生态，筑牢冬奥底色。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改善了崇礼的生态面貌，还清洁了空气、涵养了

水源，为冬奥会期间造雪用水提供了保障。“崇礼近

年 完 成 营 造 林 任 务 95 万 亩 ，全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2015 年筹备之初的 52.38%增长到 71.53%，冬奥赛事

核心区森林覆盖率达 81.02%。”崇礼区林草局总工

程师杨建中介绍。

以举办冬奥会赛事为契机，崇礼冰雪经济“热”起

来，跑出了发展“加速度”。雪场建设、雪具销售、教学

培训、冰雪旅游、酒店餐饮等冰雪运动产业链各个环

节系统提升，越来越多崇礼人端稳了“雪”饭碗。“曾

经，一到冬天就因大雪封山封路。如今，冰天雪地变

成金山银山。”崇礼居民卢永帅在一家滑雪场当教练，

年收入 10多万元。来自北京冬奥组委的数据显示，崇

礼区每 5 人中就有 1 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直接或间

接从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达 3万多人。

过去，北京到崇礼车程至少需要 3 小时，如今乘

坐高铁 1 小时即可抵达。交通提速，助力崇礼进一

步放大了冰雪产业发展优势。目前，崇礼大型滑雪

场数量已达 7 家。筹办冬奥以来，全区已经建成和

开工在建的滑雪旅游项目总投资达 370 亿元以上，

相当于过去 20 年投资总和的近 15 倍。

“崇礼将持续放大冬奥效应，紧密结合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张家口市委常委、崇

礼区委书记刘雪松介绍，2021 年 12 月，国际奥委会

正式批复张家口赛区奥林匹克命名申请，赛后，崇礼

将利用奥林匹克品牌价值，传承和利用冬奥场馆遗

产，开展奥林匹克文化教育，烙刻奥林匹克印记。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借势冬奥，跑出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徐运平 张腾扬 史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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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 VR（虚拟现实）眼

镜，手持移动握柄，在安徽省

马 鞍 山 市 冬 奥 城 市 文 化 广

场，市民张义诚正在进行一

场虚拟滑雪体验，“感受很真

实，太好玩了！”除了 VR 滑

雪体验，广场的冰雪体验区

还设有 VR 竞速飞车、雪地

竞技平台等项目，自 2 月 4 日

运营以来，已吸引上万名市

民参与。“我现在不光关注冬

奥赛事，还爱上了冰雪运动，

有时间一定带家人去滑一场

真正的雪。”张义诚说。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全

国共有 8 个省份的 30 个冬奥

城市文化广场投入运行。市

民可到冬奥城市文化广场参

与 旱 地 冰 球 等 冰 雪 运 动 项

目，了解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知识，观看精彩纷呈的舞台

表演，现场感受不同地区各

具魅力的特色文化。截至 2
月 18 日，全国 30 个冬奥城市

文 化 广 场 共 接 待 群 众 近 50
万人次。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冬奥

城市文化广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平

鼓表演正精彩进行，一旁的

冰雪运动体验区内，冰壶、冰

球 等 项 目 的 体 验 者 络 绎 不

绝。北京在全市范围内建设

了 16 个冬奥城市文化广场，

设置了中心舞台、冰雪运动

体验区、冬奥主题展览区等

区域。

“孩子特别喜欢冰雪运

动 ，隔 三 差 五 就 嚷 着 要 来

玩。”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冬奥城市文化广场的冰雪运动体

验区，市民孟文静带着孩子正玩得开心，“这些体验项目

寓教于乐，让孩子对冰雪运动产生了兴趣，也体会到运动

员训练、比赛的辛苦和不易。”迄今，河北省 6 个冬奥城市

文化广场接待群众超过 12 万人次。

分别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和库尔勒市

的冬奥城市文化广场，让两地居民在家门口就感受到了

浓浓的冬奥氛围。“我们喜欢来这里滑冰、开仿真雪车

等。”库尔勒市居民宝先生说，“大家在广场大屏上看到北

京冬奥会的直播时，都会为运动员们加油鼓劲。”

2 月 16 日下午，敦煌曲子戏展演在甘肃省酒泉市敦煌

宝石花冬奥城市文化广场开演，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文化广场整体设计融合了冬奥文化、春节文化、石油文化

等元素，形成“冰雪蓝”与“中国红”的融合。农历正月十

五、十六两天，广场举办了“庆元宵、贺冬奥”系列活动。

2 月 19 日上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燕鸽湖冬奥

城市文化广场的大屏幕上正在直播冬奥会赛事，“雪车比

赛太刺激、太精彩了，看得我手心出汗。”市民杜芳业说，

自从冬奥会开幕以来，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来这里观看比

赛直播，共同为运动员喝彩。广场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吉祥物的雕塑吸引了不少人合影留念。

在海拔 4000多米的西藏自治区定日县扎西宗乡，冬奥

城市文化广场成为当地农牧民了解冬奥文化和冰雪运动的

一个窗口。在这个占地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广场上，不仅

布置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标识，还有浓厚民族风格的

帐篷等装饰物，将冬奥文化和当地特色结合起来。

松花江畔雪花飞，吉林省吉林市冬奥城市文化广场

上，表演者们正伴着喜庆的乐曲热闹起舞。表演者姜剑

平说：“我们特意编排了冬奥主题秧歌，表达我们对北京

冬奥会的祝福和喜爱。”

（本报记者潘俊强、张志锋、胡仁巴、银燕、刘峰、琼达

卓嘎、李俊杰、郑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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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张志锋）北京冬奥会闭

幕式今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来自河北省阜平县的“马兰

花儿童声合唱团”再次唱响奥林匹克会歌。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当奥林匹克会旗升起

时，来自“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 44 名农村孩子合唱奥

林匹克会歌，纯净的童声感动了很多人。2 月 5 日，他们

回到阜平休整；12 日，合唱团再次启程进京，投入冬奥会

闭幕式演出的排练。

闭幕式上，这 44 朵“马兰花”再次绽放在北京冬奥会

舞台，在他们质朴的歌声里，奥林匹克会旗徐徐降下。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

“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再次献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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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滑 雪 爱 好 者 在

北京市延庆区石京龙滑雪

场滑雪。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②：雪 后 初 晴 的 居

庸 关 长 城 脚 下 ，一 列 从 北

京清河站开出的冬奥智能

动车组呼啸着驶向河北张

家口太子城站。

史文哲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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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