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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近日，首个建在古建筑中的24小时书店——中国书
店雁翅楼店正式对公众开放。

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雁翅楼坐落在地安门附近，
距今已有600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地安门地区道路整
修，雁翅楼被拆。2013年6月，雁翅楼景观复建工程开工，
并于翌年竣工。复建后的雁翅楼红柱灰瓦、雕梁画栋，充
满了“皇城根儿”的韵味。

如今，随着中国书店的入驻，雁翅楼门楣上高悬起
“中国书店”的牌匾，迎接来自京城各处乃至全国的爱书
之人。一层是图书展销区，陈列了品类丰富的文化类书
籍，并提供阅读休闲的场所。“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里
看书啦。”来自陕西省的小刘近几天和家长一起来京旅
游，但与周围景点比较后，他对这个偶然发现的书店更
有兴趣。“这里环境安静，古色古香，最重要的是24小时

营业。正好我读到一本好书，打算今晚把手
上的书看完再走。”小刘说。

24小时营业的措施，为那些白天没有时
间踏足书店的客人，提供了一个公益阅读空

间。“从开业到现在，每天晚上11时前来参观和看书的人
比较多。这些客人看书、求知欲望都很强，也比较愿意买
书。”书店韩经理介绍说，每晚11时后，平均还有10名左
右顾客来书店。

为了更好地方便读者，书店在一层和二层都设有茶
水区，为读者提供茶水饮料。其中，书店二层是综合展示
区，可举办小型讲座、签售活动及主题展览，目前正在举
办的“海外回归古籍展”吸引了众多顾客驻足围观。

古韵十足的书店着实吸引了不少市民。特别是在人
们越来越习惯用电脑、手机、电子书进行“电子阅读”的
今天，纸质阅读带来的乐趣和享受就愈加弥足珍贵。住
在书店附近的市民彭女士，听说雁翅楼开了家24小时书
店，就趁傍晚散步过来看看。“我们年龄大的人，不习惯
对着电子屏幕阅读，就爱看纸书的感觉。这儿古韵十足，

氛围特别好，而且是对历史建筑的充分利用，我们这些
老市民看到都很高兴。”

据了解，雁翅楼景观复建工程竣工后，西城区政府
提出了雁翅楼的改造计划，不少出版社表示出意向，最
终，中国书店提出的 24小时营业、侧重于传统文化推广
的方案脱颖而出。西城区有关部门表示，以书店必须 24
小时运营为前提，政府将复建后的雁翅楼东西两侧、上
下两层，全部交给中国书店免费使用，不收取房租，而且
还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政府补贴，以确保书
店正常运营。

因此，装进了历史文化相关内容的这家书店便带有
了很强的公益服务性质，不仅出售图书，更身兼公共阅
读与文化传播的重任。“这座不打烊的书店，为广大市民
提供了了解传统文化、感受阅读魅力、丰富精神生活的
契机。”韩经理说，“在什刹海的闹市区，雁翅楼中国
书店是一个可以让人充实心灵的驿站。”

题图：近日，中国书店位于北京地安门燕翅楼的
门店正式开业。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7月31日，国际奥委会将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举
办城市。北京从去年7月正式被国际奥委会列为候选城
市后，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申办准备工作。值得一提的
是，申办冬奥会的过程本身就释放了大量民生“红
利”，已经让群众极大受益，突出体现在带动冰雪运
动、改善空气质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

【冬季运动变成时尚】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遗
产。“我可以明显感觉到，通过举办2008年奥运会，中
国人对体育的认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北京奥运
会后几年时间的沉淀，体育已经从过去的仅仅是追求拿
奖牌、升国旗、奏国歌，演变成如今大家所接受的一种
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形象大
使姚明给出了完美的总结。

北京为什么要继续申办冬奥会？北京市市长、北京
2022冬奥申委主席王安顺解读说，目前，北京的滑冰场
滑雪场有上百个，申办冬奥会将改变过去我国夏季运动
强、冬季项目弱的体育结构不合理现状。他说，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冰雪运
动的人数剧增。“少年强则国家强，而少年强很重要的
就是身体要强，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是国家文明的表现。”

“近年来，冬季奥运项目在中国蓬勃发展。”北京冬
奥申委副秘书长王惠表示，京张申冬奥有力地带动了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现在在北京，光是中
小学冰球队就有 96 支，2000 多个小朋友在打冰球。这
仅仅是一个项目，其他的滑冰滑雪项目也正在快速发
展。如果我们申办成功的话，相信将有更多的人参与到
冬季运动中来。”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 2022 冬奥申委执行副主席张
建东介绍称，上个雪季，张家口滑雪场接待游客达到15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25%。去年冬季，北京和张家口旅游
局专门设立了每日“冰雪”旅游环线，提供班车接送北京
的滑雪游客前往冬季旅游沿线所有场地。此外，鸟巢和五
棵松冰雪世界等奥运场馆每年也都举办冬季赛事。

【群众受益空气治理】

“申办冬奥会能促进我们更好地去治理大气污染，
更大力度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冬奥会需要有良好的空

气环境，治理好大气污染，受益的不仅仅是冬奥会，还
有广大的老百姓。”王惠认为，申办冬奥会的目标，和
老百姓的需求、愿望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申办
冬奥会对于北京治理大气污染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清洁空气、保护环境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自身需求，是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建设生态优
美的家园的需要。”王安顺表示，可持续发展、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是北京城市的优先发展方向，而冬奥赛事
会推动北京向这一方向加速前进。

“北京市出台了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和
《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在压减燃煤、控车
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四大关键领域集中发力，
5 年全社会总投资近 1300 亿美元。”王安顺说，北京的
能源结构更趋清洁化、多元化，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和热泵系统以及电动汽车等交通工具得到了大力推
广。到 2017年，北京的燃煤总量将从 2012年的 2300万
吨下降到1000万吨以下。

一系列空气治理举措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趋势显
著，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累积浓度同比明显下降，其中，
PM2.5 累积浓度为 77.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5.2%；
一级优天数23天，同比增加7天；空气重污染天数累积
16天，同比减少9天。

【促进两地协同发展】

申办奥运会的过程既是推动我们国家体育事业均衡
发展的过程，也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还是带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
会长蒋效愚举例说，以北京市轨道交通为例，2002年，
通车54公里，通过举办奥运会，2008年就达到了200公
里。到2014年，已经达到了500多公里。到2020年，预
计要通车将近1000公里。

“北京携手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与我国正在实
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王安顺表示，这
将会极大地促进这一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交通等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推进大气污
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不仅有利于发展冰雪运动产业，也
可以增加就业、改善民生。“通过京津冀文化旅游带的
发展，可以为体育、文化、旅游休闲等产业创造约 60
万个就业机会。”

“自申办工作启动以来，张家口就得到了国内外的

空前关注，前来考察、洽谈和投资的国内外客商大幅度
增加。”北京冬奥申委副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副书记何
江海表示，奥运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
有力助推张家口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化解落后产能
和淘汰污染企业，大力发展以“奥运经济”为中心的各
类新兴产业。“我们将以发展冬奥文化旅游和服务奥运
为重点，加快推进滑雪旅游、运动装备、休闲度假、医
疗康复等相关产业发展。届时，张家口将成为新型能源
城市、新型生态产业城市、世界级的冰雪运动中心和国
际知名旅游胜地。”

雄关叠翠望居庸，琼岛春荫绿正浓。卢沟千年
题晓月，金台几度夕照红。

身处这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
的城市中，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让它历尽繁华
而不息。答案或许就是“包容”。像我的父母一样，
北京有许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移民，正是这些

鲜活的载体，勾勒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如今，
这种活力的最新一个体现便是申办 2022 年冬

奥会。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举办了亚
运会，当时刘欢和韦唯在台上唱的

是：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
头，我们亚洲，云也手

握 手 …… 到 了
2008 年 ，

我们又看到了北京奉献的一场绿色、科技、人文的奥
运会，唱的是和谐的主旋律。奥林匹克的口号是“更
快、更高、更强”，其实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充分体
现了奥运融合、团结、包容与共存的一面。

如今，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 2022 年冬奥会，
则展现出了中国人在体育理念上的飞跃和质变。如果
说过去，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为国
争光的话，那么今天北京在申办过程中所诠释的则是
深入人心、深入千家万户的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
体育精神，一种民族和谐的、与人共处的精神。

“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是
北京申办冬奥会的三大理念。其中，节俭尤其令我关
心。需要承认的是，办体育赛事需要花钱，尤其冬季
奥运会这种顶级赛事，更是要花钱，但节俭不节俭关
键还是看你的钱花没花在刀刃上。在这一点上，北京
申办冬奥可以说是给很多人都“补了一课”。

为什么这么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人都富
了，物质条件的约束大大放松，生活中的一些浪费开
始抬头。而体育本身带给人们的应该是一种节约、节
能的健康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节俭办奥
运”既是对奥林匹克的贡献，也是对国民的一个很好
的教育过程。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远离药箱子，走进运动场。

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
争”，既然是“战争”，大
家就要赛一赛，不能懒散
服输。

这几天，很多人都盯着 7 月 31 日，因为
那一天 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就揭晓了。就
像前面所说，申办冬奥也和体育竞赛一样，最终
的结局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正是过程本身。
我们申办冬奥，用最少的钱办最大最好的事，既增
加了社会的正能量，又让体育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这
个意义上看，我们早已经赢了。所以，不管我们这
次申办冬奥结果如何，都会促进整个民族对于健康
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中国未来体育的消费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们通过申冬奥带动全社会对于体育和文化的投
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作者韩乔生为著名体育解说员、资
深体育评论家）

京张申冬奥“红利”惠民生
本报记者 赵鹏飞

北京申冬奥历程

①2013年11月3日
中国奥委会正式致函国际奥委会，提名北

京市为2022年冬奥会申办城市。
②2014年3月14日
北京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请文件和保证书。
③2014年7月7日
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北京与挪威奥斯

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三座城市正式入围
2022年冬奥会候选城市。

④2014年10月1日
挪威奥斯陆正式退出申办，候选城市只剩

下中国北京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⑤2015年1月6日
北京冬奥申委在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提

交2022年冬奥会《申办报告》。
⑥2015年3月24日至28日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华，实地考察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⑦2015年6月1日
国际奥委会公布 2022 年冬奥会候选城市

《评估报告》。
⑧2015年6月9至10日
北京冬奥申委赴瑞士洛桑出席2022年冬奥

会候选城市与国际奥委会委员陈述交流会。
⑨2015年7月31日
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将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揭晓。

2 月 25 日，游客在北京延庆石京龙滑
雪场游玩。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1月24日，第六届“鸟巢”欢乐冰雪季，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 （中） 在活动
现场教授游客滑雪技巧。新华社记者 公 磊摄

1月24日，第六届“鸟巢”欢乐冰雪季，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 （中） 在活动
现场教授游客滑雪技巧。新华社记者 公 磊摄

6月20日，张家口市民在奥林匹克日长
跑活动中打出为助力申冬奥喝彩的旗帜。

新华社记者 白 林摄

漫谈北京申冬奥漫谈北京申冬奥

“京味书楼不打烊 旧雨新朋香满堂”

北京雁翅楼北京雁翅楼变 身 2424小时书店小时书店
陆沁诗 侯冰琪 刘居星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魏梦佳） 记者
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为打造绿色宜
居之都，北京正创新城市“增绿”方式。
至 2020 年，全市将新增城市绿地 2300 公
顷，让85%的市民出门500米就能见到公园
绿地。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邓乃平介绍，
目前北京正加大规划建绿，结合环境综合
整治和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力争将疏解
非首都功能和产业后腾退的更多土地用于
园林绿化建设，如各类批发市场、小商品
市场、建材城和物流集散地等，让更多市
民就近享有公园绿地。

同时，北京还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
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见缝插绿”，开展
小微绿地建设。计划至 2020年，北京将建设
小微绿地300处，实现百姓身边增绿。

邓乃平表示，北京还将重点建设东郊
森林公园、潮白河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
公园、大兴永定河森林公园等 30处森林公
园，以增强平原地区森林服务功能和提升
城市宜居水平。

根据规划，至 2020 年，北京森林覆盖
率将达43%，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8%；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将达到 16.5平方米，增加 0.6
平方米。

北
京
将
新
增
2300
公
顷
绿
地

7月26日，北京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举行第四届
彩虹文化节·非遗展演展示活动，邀请非遗项目传
承人传授剪纸、风筝、面塑等传统技艺。图为北京
市级非遗项目——毛猴制作工艺传承人邱贻生带领
小朋友们体验毛猴制作。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体验非遗魅力
享受快乐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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