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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顺利完成了在北
京和张家口的全部评估考察工作。当天下午，评估
团和北京冬奥申委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此次
考察的相关情况。评估团主席茹科夫表示，这次评
估考察充分证明北京有能力成功举办 2022 年冬奥
会。

◉北京有能力成功办冬奥

茹科夫代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对此次评估考察
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评估团充分肯定了北京申
办理念与《奥林匹克2020议程》高度契合，表示北
京已把《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精髓和目标完全贯
穿在申办规划中，并对北京申办工作得到政府和公
众强有力的支持表示赞赏。评估团对2008年奥运会
遗产的利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北京不仅拥有大
量的2008年奥运会场馆遗产，还拥有丰富的办赛经
验和办赛人才，这些都将为举办2022年冬奥会提供
有力的保障。同时，对2008年残奥会遗产利用给予
肯定，表示残奥会给予了中国残疾人士更好的交
通、教育和就业的服务和机会，这对申办冬残奥会
也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茹科夫介绍说，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
两个候选城市的考察，评估工作进入新阶段。接下
来我们将根据考察情况，综合评估团各位委员的意

见，在重点问题上达成共识，最终得出评估结果。
我们将在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的评估报告中对这些重
点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对两个候选城市申奥的机遇
和风险评估，尤其是在可持续性和奥运遗产方面。
该评估报告将于6月1日公布，这将成为7月31日国
际奥委会委员在吉隆坡全会最终投票的重要依据。
他说，两个候选城市的申奥团队都将有机会于6月9
日至10日在洛桑直接向国际奥委会及国际冬季运动
联合会进行陈述。

最后，茹科夫说：“我无法预测国际奥委会委员
在 7 月吉隆坡全会上的投票结果，但我坚信，北京
和中国已经向全世界证明，2008年之后他们的奥林
匹克精神犹在，不曾消退。我们的评估访问确信，
北京有能力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

◉政府有承诺，民众盼冬奥

北京冬奥申委主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表示，
评估团此次考察安排得非常紧凑，连日来以敬业的
精神、专业的水平开展工作，结合 《申办报告》 认
真听取了主题陈述，深入细致地对北京、延庆、张
家口 3 个赛区的竞赛和非竞赛场馆进行了实地考
察，与北京冬奥申委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交流探
讨，北京冬奥申委充分、及时地回应了评估团所有
问题。王安顺说，我们认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评
价是积极的、客观的、中肯的，不仅给了我们鼓
励，也给了我们信心。我们会积极采纳评估团的建
议，把下一步的申办工作做得更好。

王安顺说，我们支持并赞赏国际奥委会通过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的革新精神。北京的申办理
念与《奥林匹克2020议程》完全一致。在申办冬奥

会之初，我们就确定了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可
持续发展、节俭办赛”三大理念，得到国际奥委会
的高度肯定。在这次评估考察中，我们向评估团全
面展示了如何用三大理念指导申办工作。未来几
年，北京和张家口还会引入更多世界顶级冰雪赛
事，进一步提升举办冬季体育赛会的能力。

王安顺表示，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
和谐，这是举办冬奥会最重要的保障。中国政府承
诺将为办好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和保障，北京市和河北省政府、北京市和张家
口市人大都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全力支持申办冬奥会
的决议。特别是北京和张家口广大民众对申办冬奥
会十分支持，13 亿中国人对申办冬奥会充满期盼。
这些都为我们申办和举办2022年冬奥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表
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考察顺利完成，有力地推进
了冬奥会申办工作，坚定了我们申办的决心和信
心。申办冬奥会，将推动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更广
泛传播，促进体育综合功能进一步实现；将推动中
国继续坚定实施冬季项目发展计划，推广普及冬季
体育运动，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进健康、振
奋精神、愉悦生活；将促进提高我国冬季项目竞技
体育发展水平，为祖国争光；将拓展和提高体育产
业发展领域和质量，促进体育消费。

图为位于北京北四环的国家
游泳中心“水立方”内景。“水立
方”规划用于举办冰壶比赛。

（新华社发）

图为位于张家
口市崇礼县的云顶
滑雪公园。云顶滑
雪公园规划用于举
办自由式滑雪、单
板滑雪比赛。

公 磊摄
（新华社发）

图为位于北京北四环的国家体育场
“鸟巢”夜色。“鸟巢”规划用于举办冬
奥会开闭幕式。 （新华社发）

图为位于北京西部的五棵松体
育中心内景。五棵松体育中心规划
用于举办女子冰球比赛。

（新华社发）

申办工作获得高度评价 采纳建议完善申奥规划

北京从容经受奥委会考察评估
本报记者 马 剑

每当乐曲行进到休止符，冰刀与冰面的摩擦便缓缓
地平息，观众与冰上舞者的共鸣也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
潮。在花样滑冰这项运动中，冰上的舞者们既是脚踏冰
刀的运动员，又是演绎一段音乐故事的舞蹈家。而这，恰
恰是这个极具观赏性的奥运项目所独有的魅力。

我出生在中国的东北，那里“银装素裹”的时间
格外长。记得小时候，我一推开自家的窗户，就总能
看到宽阔的冰场和在冰上嬉闹的人们。那时，年龄还
不大的我也经常忍不住想去冰上玩，父母出于让我锻
炼身体的考虑，便满足了我的要求。当我穿上冰鞋踏
上冰面之后，便深深地迷恋上了滑冰运动。

随着冰上天赋的逐渐显露，自幼酷爱舞蹈的我走
上花样滑冰的舞台也似乎成了水到渠成之事。然而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为职业运动员之后，
往往更多时候面对的是训练的艰辛。我总在想，对于
运动员的成长，什么才是重要的呢？或许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哈姆雷特，但答案中绝不会缺少“奥林匹克精

神”这一项。
因为奥运会是运动员的最高殿堂，而奥林匹克精

神是鼓励人勇敢面对困难、坚持不懈地追逐自己梦想
的强大力量源泉。尽管奥林匹克精神也始终在跟随时
代发展，但其精神内核却始终照耀着包括运动员在内
的每一个人！

令人兴奋的是，2008年奥运圣火在神州大地点燃
之后，中国距离首次举办冬奥会是如此之近；令人惊
叹的是，北京这座“奥运之城”极有可能以崭新的面
貌再度展开双臂，拥抱八方奥运来客！

有趣的是，总会有人因为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
的“无与伦比”而忽视了北京冬季干冷的气候和北京老
百姓热爱冰上运动的传统。而这些，恰恰是北京这座城
市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理由和诸多基本优势之一。

若以一名职业滑冰运动员的视角观之，北京完善
的场馆设施和巨大的潜在影响人口显然更值得关注。
对于运动员来说，北京现存的优质场馆和完备的赛会

保障经验将十分有助于其临场发挥，取得不俗的成
绩。而对于像花样滑冰这样普及率并不高的冰上项目
来说，北京自身庞大的人口和巨大影响覆盖面无疑将
引发更多的人关注，对于冰上项目的长远发展注定将
产生深远影响。

与其他冬奥会项目不同，花样滑冰的观赏性不仅
源于动作本身，更来源于运动员与观众的互动及其对
音乐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的呈现。因此，花样滑冰不
仅需要一个好的场馆，更需要一个优质的文化舞台。
北京作为中国古都，名胜不计其数，整个城市就是一
本厚重的历史文化宝典，而这些恰恰是花样滑冰选手
及观众们所需要的。

如果2022年冬奥会为花样滑冰选择了北京这座舞
台，那将会带给世界怎样一种美妙的体验呢？我们拭
目以待！

（作者为著名运动员、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
军）

花样滑冰需要北京舞台
陈 露

花样滑冰需要北京舞台
陈 露

【轨道建设启动“3+”模式】

“必须创新投融资机制，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广阔的空
间。”北京市发改委委员杨旭辉表示，一方面要让企业获
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提升城市建设和治理水平，
最终让广大百姓得到更全面、更专业、更优质的服务。

以轨道交通为例，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轨道线路总

长达到527公里，预计到2020年，北京轨道交通里程有望
翻一番，超过1000公里。“按照目前北京的实际情况，每公
里的投资额高达10亿元。”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处长崔小
浩介绍，由于该行业存在投资大、回收期长、难以盈利等
特点，导致社会资本进入十分困难，也影响到轨道交通的
建设进度。

按照新出台的政策，北京今后将实行“主体运营+经
营性配套资源+特许经营权”的整体投资运营模式，对周
边土地资源条件具备的新建轨道交通场站，原则上将不
小于周边500米区域纳入综合利用范围，相关政府土地收
益和综合利用收益全部封闭运作，用于轨道交通建设。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对
这种模式表示赞赏，他说，全世界唯一盈利的地铁运营企
业——香港地铁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轨道+物业”或“轨
道+社区”的发展模式，在前期规划建设中，港铁直接参与
周边用地、物业的开发，包括商场、住宅、写字楼，利用物
业开发回收的增值部分填补轨道项目的资金缺口，实现

了合理回报。

【医疗养老打破用地瓶颈】

近年来，国家不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和养老服务
领域。然而，由于我国传统的医疗和养老服务主要由政府提
供，建设用地往往采取划拨方式，社会资本进入后，原有的
土地供应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用地取得难，用地成
本高成为民资面临的一大障碍，项目用地常常“难产”。

此次北京市出台政策完善了经营性社会事业用地竞
争出让程序，“对新增的盈利性医院和养老设施，供地之
前要先行公示，只有一个申办主体的，按市场价水平供
地”。供地之前先行公示，目的是摸清潜在意向用地者的
数量，当公示后意向申办主体只有一家时，按市场价水平
供地，可以保障医疗或养老设施用地发挥其既定用途，可
以实现土地的市场价值，避免收益流失，同时，还可以提
高土地供应的效率，避免出现多次招拍挂流产的局面。

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杨秀玲认为，本次意见中
的细化规定，是应对社会医疗和养老难题、促进行业发展
的适时之举，也是一种土地利用制度的优化和完善。

【污水处理实现多方共赢】

北京是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城市。将污水资源化，即将
城市污水进行加工处理，转化为达标的、可供人们二次利

用的再生水，既能增加水源，又能减少水环境污染。不过，
北京排水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污水企业有大量的
存量资产，如排水管线、再生水管线、泵站等，形成了巨额
的资金沉淀。这些资产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现金流入，而新
的污水设施建设又需要大量资金。

为解决资金缺口、满足建设需求，今后北京将加大污水
处理领域市场化建设运营力度。举例而言，北京排水集团以
其所属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等资产形式作价出资 70亿
元，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所属国投创新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30亿元，双方共同建立公司。对排水集团而言，这30亿元资
金将大大有助于污水处理设施的升级改造和规模扩大。

对此，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徐凌崴表示，政府将过去直
接投资转变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企业将获得长期稳定的
回报，借此吸引各类资本“合伙”。杨旭辉则强调说，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公共领域建设，并不意味着政府缺位，相反，政
府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放大作
用，将政府的政策意图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有机结合，实
现多方共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吸引各类资本“合伙”

北京投融资改革“撬动”社会资本
本报记者 贺 勇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吸引各类资本“合伙”

北京投融资改革“撬动”社会资本
本报记者 贺 勇

眼下，北京市怀柔区响水湖古长城内外山桃
花、杏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把古老的长城装扮得
花枝招展、妩媚动人。古长城镶嵌在花的海洋里，
令人流连忘返、目不暇接，吸引了不少游客登上古
长城赏花观景拍照留念。 图为3月28日，游客在怀
柔响水湖古长城欣赏山花。 卜向东摄 （中新社发）

古 长 城 上

花 盛 开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北京地铁16号线，采用“特许经营+股权融资”的模式吸引社会投资
270亿元，成为目前北京轨道交通线路吸引社会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基本实现政府当期“零投
入”。这是继北京地铁4号线采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进30%的社会资本后，北京市
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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