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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场馆遗产是最大优势】

“申办 2022年冬奥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尤其是从满足人
民群众需求、促进城市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的。无论夏季奥运
会，还是冬奥会，申办、筹办到举办的全过程，都是推动发
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机遇。”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
长王安顺指出了申办冬奥会的初衷。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宝贵的奥运遗
产。”王安顺表示，此次申办冬奥会，将从促进区域发展、调整
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中国北方
地区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等方面，向世界展示新的成果。2008
年奥运会推动了中国夏季体育运动的普及，如果成功申办冬奥
会，也将加快中国冬季运动的推广，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影
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成长和生活方式。

“北京奥运场馆遗产是申办冬奥最大优势。”全国人大代
表、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晓超认为，北京在民众支持率、申
办经验上具备优势，如果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所有冰上项

目只需再新建一个场馆，其余将沿用2008年夏季奥运
会的场馆。“对于雪上项目，张家口的崇

礼是中国北方的滑雪胜地，
距北京仅 100 多

公

里。”杨晓超说，两座城市联合申办冬奥会，最
重要的考虑就是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互
补。

【张家口冰雪产业发展迅速】

“一年多来，申办冬奥会给张家口带来了多
重利好。”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市长
侯亮说，一是促进了冰雪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有 8条雪
道获得了国际雪联的认证；二是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张家口，
提升了城市形象，扩大了知名度，去年亿元以上的项目就签了
200 多个；三是促进了张家口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据国家环
保部门的监测，去年张家口达标天数 315天，空气质量在长江
以北的城市中连续 3年排名第一；四是申办冬奥会使张家口在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市民素质等方面走向国际化，大大提
升了张家口城市建设水平。

“京张两地联合申办冬奥会，不仅有利于发展冰雪运动产
业，也可以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王安顺称，仅京张地区体育
文化旅游就有望增加 6万人就业。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加快实施，也将为申办冬奥会创造更好的条件，打下坚实基
础。

“通过申办，在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环境治理、人居环
境、医疗卫生等方面让人民群众直接享受了实惠。”国家体育总

局局长刘鹏曾指出，申办冬奥会的过程本身就是宝贵的遗
产，它将促进奥林匹克理念在中国的弘扬和延

伸，对广大青少年尤其影响深远；
在文化教育和精神激

励 方 面 ，

国际奥委会所倡导的追求超越、勇攀高峰等理念，将成为更多
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助力实现“中国梦”。

【冬季运动爱好者人数激增】

申办冬奥会离不开群众的大力支持。北京冬奥申委曾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申冬奥的支持率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
对京张申冬奥的综合支持率达到 94.8%，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地的综合支持率均超过 90%，张家口更是有 99%的民众支持
率。

“就北京而言，滑雪场目前有近 20家，青少年冰球俱乐部
有96家，北京有人数庞大的冬季运动爱好者，许多人还到全世
界各地去参加冬季运动，也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爱好
者。”王安顺表示，申办冬奥会将满足北京市民和中国民众对冰
雪运动的热情和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冰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张家口
的滑雪场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尤其是崇礼县年均接待滑雪游
客可达上百万人次，去冬今春该地的滑雪者总数更是超过 300
万人次。“因为申办冬奥会，崇礼县在国内的知名度迅速攀
升。”崇礼县县委书记李莉表示，一年多前，崇礼作为仅有 12
万人口的小县，对许多人而言还十分陌生。如今，前来滑雪的
中外游客数量连连创下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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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申冬奥让百姓享实惠
本报记者 赵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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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申冬奥让百姓享实惠
本报记者 赵鹏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京张联合申冬奥成为热门
话题之一，代表委员纷纷
表示：丰富的奥运场馆遗
产、完善的基础设施、优
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高
涨的民众支持参与热情是
中国申冬奥的巨大优势。
同时，申办冬奥会将有力
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
展，使百姓成为真正的受
益者。

随着 2022 年冬奥会
举办城市揭晓日期的临近，北京和张
家口在申冬奥的道路上也进入了冲刺阶段。作为亲
历北京 2008 奥运会的体育人，我的心情也随之激动起
来。那震撼人心的“北京！北京！”不断萦绕在脑海之
中。

那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曾凝聚了无数人的汗水
和热情，不论是场馆的建设、运营，还是志愿者的微
笑、服务，都获得了高度肯定。那一年，中国奥运健儿
们也在家门口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优异战绩，完美诠
释了奥林匹克精神。

在感受北京这座“奥运之城”魅力的同时，各国的

健儿也为其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而深深震撼：机场的繁
忙、高铁的快速、地铁的四通八达以及地面交通路网的
日臻完善……曾经的奥运场馆成了奥运文化物质遗产，
有如今集比赛、商务、休闲为一体的奥林匹克公园；也
有成为“名胜”的五棵松体育中心；还有让体育人自豪
的专业体育场馆，如北京射击馆、老山自行车馆；更有
让学生喜爱、广受市民欢迎的高校奥运场馆，如北大、
科大、工大、农大正服务于教学和社会的各种体育设施
……这些奥运场馆只要稍加升级就可成为2022年冬奥会
的训练、比赛场馆。

这些是2008年奥运遗产的全部吗？当然不是。最大
的奥运遗产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更多地接触体育、享受
体育，特别是青少年及市民对体育价值理念的认知和对

体
育正能量的认
同。如今，这些都成为北京
举办2022冬奥会的雄厚资本。

单以滑雪项目视角观之，北京、张家口地区自然
条件得天独厚、雪质优、温度好，其世界级雪场和奥运
场馆不仅将为各国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营造一个良好条
件，有利于其创造佳绩，更可让中国老百姓便利地欣赏
世界顶尖赛事，从而为冰雪运动的实质性普及提供无限

的遐想空间。与此同时，北京办冬奥还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青少年的体育观，使他们对体育拥有更全面、更阳光
的认识和体验，埋下冬季奥运的种子。

作为长期从事冰雪运动的体育工作者，我在执裁国
外赛事时常常慨叹，应该利用冬奥会的契机把人们吸引
到冰雪运动中来，使我们的冰场、雪场人声鼎沸，使人
们更好地享受生命，享受生活，让走进雪场、冰场，观
看和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行走在2008 和 2022 之间，中国已经计划今
年先后举办上海花滑世锦赛、北京冰球
世锦赛、单板滑雪青年世锦赛等多
项国际冰雪赛事，通过服务世
界各地的冬季项目运
动 员 、 裁 判
员、教

练 员
和体育迷，为2022
年冬奥来华热身。

我坚信并期待着，2022 年的北京为全

球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奉上一场难忘的“奥
运盛宴”！

（作者邱招义为国际雪联
自由式滑雪A级裁判，
北京体育大学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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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从2008到2022

全国大众冰雪季之全国大学生滑雪赛总决赛近日在崇礼万龙滑雪场落
幕。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黄志阳摄

全国大众冰雪季之全国大学生滑雪赛总决赛近日在崇礼万龙滑雪场落
幕。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黄志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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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奥 运

茄子挂在
长 廊 上 随 风 摆

动，叫作“茄意绵绵”；
各色玉米粒粘贴成扇子形状，叫

作“蔬情画意”；台湾芒果、芭乐、蛇果组
成的双狮，叫作“祥狮献瑞”……3月14日，第三

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在昌平草莓博览园举办。北京嘉
年华组委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张朝荣介

绍 说 ， 本 届 嘉 年 华 投 入 约
4000 万元，为京

津 冀

三
地 首 次 合

作举办，预计游客
人数可达 80 万人以上。 新

增的河北馆和天津馆是最大看点。
葡萄，是河北馆的主题。农业创意馆里，一

幅油画中一个喜气洋洋的农民在葡萄树下数钱，享受
丰收带来的富足。惊喜的是这幅画的原型——饶阳“葡萄大
王”技术员赵彦雪正在给从饶阳移栽来的树龄超过7年的葡萄
树浇水，他带着一口方言憨厚地说，“县葡萄局让我们来展示
我们饶阳葡萄，希望能带动所有种葡萄的农户发家致富。”

天津馆展示了其盘山文化和海洋农业。在场馆内，目之
所及便是一片湛蓝，水箱中的热带鱼、美丽摆动的红珊瑚、
靠着水箱休憩的小海星，十分受孩子们欢迎。这里不仅有温
泉沙滩、海鲜水产，还有老手工艺，如泥人张、风筝魏、杨
柳青等。满载海鲜的鼓风船和它旁边正在编制渔网的渔民，
让人仿若置身海滨。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安玉发认为，“北京是
巨大的消费城市，河北是农产品供应基地，天津水产发达，
三地协同举办嘉年华既能促进三地农业融合，也能促进一体

化发展。”
芹菜种在花盆里，草莓种在高空管

道中，电击赶走病虫害……
这是嘉年华展示

的

各种先进农业技术：滴灌法、高空管道栽培、水培一体化
等。一排排草莓花墙立体栽培，工作人员拿着高压电棒让草
莓产生了一个 2万伏到 3万伏的高压电场。他解释道，这既
能去除病虫害，还能提高产量。

沙坨村农户杨月珍年年都去嘉年华，她说嘉年华不仅给她
带来好生意，她还从中学到了科学种田法。40多岁的杨月珍一
身黑色棉袄，穿着干练，笑着比画道：“我专门让女儿给我买了个
4000元的相机，上次在嘉年华上看见个七彩蘑菇还有什么无土
栽培，我赶紧拍下来，回来让村技术指导陆老师教我。”她家花盆
里都种着各式蔬菜，有市民来采摘便热情地接待。

伴随着悠扬的 《夕阳之歌》 萨克斯曲，皮影戏、糖画、
捏泥人这些民间工艺让游客感到浓浓的艺术气息。糖画板
上，随着糖画师傅舀起一勺糖勾画，一只美丽蝴蝶便栩栩如
生地展现在孩子们面前。

体验馆里五颜六色的蚕宝宝有的已经结茧，有的已经破
茧成蝶，有的还是个小黑点，分外有趣；精品馆里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特产展出，越南蔬果干、南非葡萄酒等让人看着
眼馋，还有两个非洲小伙子热情邀请大家品尝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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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今年的中
小河道治理工程即将启动。汛期来

临前，又将有 72 条、500 公里的河道告别脏
乱、淤塞，成为水清岸绿、畅流无阻的生态河
道。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已有780公里中小河

道完成生态疏浚，建设了30公里截污管线、49座
桥梁和72座涵，新建的140多公顷绿化护坡也给河

岸穿上了“新衣裳”。明年汛期之前，全市 1460 公里
中小河道治理任务将全面完成。

为解决不少中小河道断面狭窄、淤积，充斥着污
水、垃圾等问题，2012年底，北京市水务局梳理出了需
治理的 1460 公里河道，计划用 3 年时间完成生态疏
浚。北京市水务局表示，划分流域、组成水系进行治

理，体现了治理
与河湖水系连
通及循环利用
相结合、与治污
相结合、与南水
北调地下水回
补相结合的原

则 ，
注 重 做 好 绿 化
造林、水源涵养、截污治污、
水环境治理。

北京市中小河道治理办公室的负责人称，治理措
施主要是堤坝加固、岸坡整治和清障清淤，改善河道
行洪能力。山水林田路是一个整体，虽然每条河的治
理措施不尽相同，但都会考虑到与绿化造林、水源涵
养、截污治污相结合。“治理之后，河流恢复了生态清
洁，行洪安全也有了保证。”按照规划，中小河道的防
洪标准至少要达到10年一遇，中心城、新城范围内的
河道防洪标准要达到20年一遇。这两年的汛期，经过
治理的中小河道没有再出现滞洪的问题。

治得好，也得护得住。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
疏浚的河段将建立实名档案，“每个河段的管理单
位、养护标准和资金、管理责任人等信息都会详细
记录在档案里。”

告别脏乱淤塞 实现水清岸绿

北京完成780公里中小河道疏浚
告别脏乱淤塞 实现水清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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