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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与北京携手，依靠丰富的冰
雪资源，成功获得2022年冬季奥
运会举办权后，在世界眼里，张
家口，这座河北北部的城市，可
谓“一举成名天下知”。

长城内外，隔“墙”相望的
张家口与北京，一直以来都是服
务与被服务、依附与被依附的关
系。现在，在冬奥会与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双重机遇中，这一
格局有望得到改变。

申冬奥成功后，我们第一时
间走访了张家口，实地探访冬奥
究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

在张家口最繁华的地
段，潋滟的清水河由北向
南而去。白天，人们在这里
驻足观望，偷得半日闲散；
夜晚，人们在这里吹拉弹
唱，享尽城市繁华。然而，
仅仅在十年之前，如今美
不胜收的清水河还是一条

人见人嫌的臭水沟，用年近七旬的年先生的话讲，就是“一潭
死水，臭气熏天”。

一条清水河，贯穿着张家口的发展历史，而它在十年综合
治理下的华丽转身，也为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新变提供了一
个恰到好处的注脚。

而冬奥会为张家口带来的变化，比清水河之变更为具体，
亦更为深刻。

基础设施的改进，是申办冬奥之后张家口最为显著的变化。
“原来这里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马路上到处都是泥，根

本没法走，现在随着冬奥会的申办，小街小巷都开始修马路
了，不仅出行便利了很多，市容市貌也整洁了不少。”在这座城
市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邰女士告诉我们。

而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则认为，冬奥会给张家口带来的最

大变化是公共交通的完善：“你在路上看见的这些公交车，很
新吧？都是去年才换装上路的，冬奥来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崇礼，张家口下辖的一个县，距离市区 50多公里，以优质
的滑雪场闻名。冬奥会的许多雪上项目也将在这里举行。

“申奥不仅提高了滑雪等冬季体育运动的知名度，更带动
了张家口各行各业的发展，反过来逼迫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跟
上城市的发展步伐，这不仅仅体现在政府修建道路，更需要一
系列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崇礼为例，10年前这里还是大片棚户
区，而现在路也宽了，公厕也多了，大型购物中心和星级酒店
更像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万龙滑雪场的段主任说。

而在另外一些张家口人看来，冬奥最让张家口人骄傲和
欣喜的，则是“关注度”——“申冬奥成功之后，张家口的受关
注程度明显提升了，很多外地朋友开始打听张家口，包括我们
这里的整体发展情况、冬季来滑雪的话应该去哪里等等。”张
家口学院的刘老师告诉我们。

开了多年出租车的刘师傅也感同身受。他告诉本报，7月31
日那天，他就在张家口南站等客人，周围人都在听广播，申冬奥
结果宣布的时候，就听见周围的人爆发出一阵欢呼。“倒不是考
虑给自己带来多大利益，而是觉得张家口给中国争光了，现在全
国人民都把目光放到我们身上，真的非常自豪。”老刘说。

受关注程度提升的背后，为张家口带来的是“注意力经
济”的福利。

所谓“注意力经济”，主要是指通过最大限度地吸引消费
者的注意力，以期获得最大未来商业利益的特殊经济模式。

京张冬奥研究中心主任委员陈剑就认为，冬奥会会使张

家口在从筹备到举办的7年时间里，获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
注。而这些关注度可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助推张家口的经济发
展，使之有机会借势“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自张家口申冬奥开始，这种“注意力经济”已经开始有所
体现。最直观的一项，便是当地游客数量的激增。

以崇礼为例，张家口申冬奥办的数据显示，2012-2013年，
崇礼雪季接待游客 101.6 万人次；而在崇礼开始申冬奥后的
2013-2014年，这一数字则上升至142.24万人次，同比增长40%；
2014-2015雪季以来，游客数量是167万人次，同比增长17.4%。

“过去一年，万龙滑雪场的客流量增加了80%，这对我们的
硬件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我们现在正进行雪场大型扩
建，以满足未来更多游客的入场需求。”段主任说。

随着“张家口”三个字一同被炒热的，还有当地的房价。老
刘告诉我们，张家口的房价在申冬奥之后一直上涨，申冬奥成
功当天，一些楼盘的每平方米均价就涨了500元，到第二天，已
经涨了1000元。

崇礼县的房产中介侯小姐对房价上涨的感受更为深刻。她
告诉我们，两三年间，崇礼县的房价已经翻了一番。以前老城区
的房价只有4000多元／平方米，2013年开始持续上涨，现在涨
到7000多元1平方米。此外，崇礼酒店式公寓的价格也保持上涨
态势，涨幅最快的就是“申冬奥成功以来这几天”。

房价的上涨使一些张家口居民担忧。当地退休职工侯先
生就表示，张家口的工资水平在整个河北省算是比较低的，房
价这么涨下去对有房的人是好事，但对于还没买房的年轻人
就是坏事了。

对于张家口这座刚刚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城市来讲，现
在的所有变化只是一个起点。未来 7 年、乃至“后冬奥时
代”提供的发展机遇，才是其真正着眼的风口所在。

8 月 3 日，从北京到张家口，我们花了 4 个小时来到这
里。在现有的铁路体系中，从北京到张家口，最快也要 3个
半小时，最慢的绿皮车则要耗费将近 6个半小时。这样的局
面，显然会在冬奥会到来之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为了方便运动员和观众参加观看比赛，日前，京张城铁
建设已被提上日程。这条将于今年内开工、2018年建成使用
的铁路，将把张家口到北京的时间缩短到50分钟。

京张城铁因冬奥而起，却不会因为冬奥会的落幕而结
束。对于促进两地协同发展来说，这一作用非比寻常。如同
京津城铁一样，京张城铁将使张家口一举迈入“首都一小时
城铁生活圈”，令张家口搭上北京发展的“便车”，包括承接
北京的产业转移和人口疏散等。

除交通外，北京与张家口也在环保、医疗等领域展开了
深入合作。为了迎接冬奥，积极响应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的施
行，张家口提出了将环卫标准升级到“北京版”等一系列现
实举措。为了保障冬奥会的正常召开，北京积水潭医院也在
今年年初与当地政府通力合作，协助建立一个冬奥会专属医
疗服务中心。而这些合作的达成，也将促成京张二地的深入
融合。

冬奥会是一项体育盛事，但在深远的层面，它为张家口
带来了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契机：一方面，污染

沉重的河北，在重大赛事到来之际，必然想方设法减少污
染，这就涉及到产业调整和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冬奥会的
举办，也将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带动当地酒店、餐
饮、商贸等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当地产业结构的优
化转型。

对张家口普通百姓来说，冬奥会的申办也带来了民生发
展的机遇。

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承办冬奥会的必备要件之一。借
着申奥的“春风”，张家口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近5年，张家口经济增速下滑明显，由2010年的同比
增长14.1%降至2014年的5.2%，低于河北省平均增速1.3个百
分点。根据过往经验，冬奥会可促进主办城市的旅游业等相

关产业良性发展，从而为当地财政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
此外，冬奥会也将会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据初步估

算，冬奥会可为当地带来3500亿元投资，增加20万个就业机
会。而此前，张家口在河北一直属于落后地区，当地人往往
选择外出就业，贫穷导致人才流失，人才流失进一步导致贫
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冬奥会的举办，一方面将为当地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
机会，遏制本地人才外流，另一方面，也将吸引外地高端人
才进驻本地，为张家口的发展贡献力量。

张家口学院副校长冯玫即指出，张家口将以冬奥会申办
为契机，调整三大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能源消耗水平比较
低、科技含量比较高、附加价值率比较高的现代服务业、高
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如金融、电子信息及新能源等产
业，例如实施第二个百万千瓦风电基地项目，加强新能源调
峰电源和智能电网建设，推进一批风光互补太阳能光伏发电
项目。

事实上，张家口是我国华北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此前，国务院也同意将张家口设立为首个

“综合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借力奥运，大规模开发应用可
再生能源，也成为张家口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实现绿色低碳
发展的重要机遇。

张家口市副市长武卫东就表示，在奥运场馆电力和热能
供应方面，奥林匹克中心和其他赛场用电100%采用可再生能
源，实现奥运场馆所有建筑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热。专区内交
通运输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设施功能。奥运村、崇礼县城、
主要风景区和周边农村采暖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

地处京冀晋蒙4省市区交界的张家口，自古有“京畿明珠”
之称。100 多年前，它曾是冀晋蒙三地商贸物流集散地和京张
铁路的终点，繁华时，一度可与沪津比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它一度是华北地区的工业重镇。

但也正是由于其北京“北大门”的特殊地理位置，担负着
“拱卫京师”重任的张家口，一直到1995年，才被批准正式对外
开放。错过了发展建设黄金时期的张家口经济发展较慢，明显
落后于周边城市。

虽然处于环首都经济圈内，但长期以来，张家口在京津冀
三地的经济圈中，一直是“小跟班”的角色。它的经济发展并非
首选职能，因为毕竟，处于北京上风口和水源地的张家口，一直
被视为北京的“生态屏障”，工业一直受到限制。过去以装备制
造、钢铁、电力、矿产、化工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为主的华北老
工业基地，为了京津地区的清洁空气，先后关停治理数百家污
染企业，放弃了多项效益丰厚的工业项目。

北京的“绿色屏障”和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定位，限
制了张家口地区工、农、畜牧等行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但以
发展为代价，张家口才保有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张家口的一位
官员就表示，正是这种“慢发展”道路，走出了张家口地区环境
方面的后发优势，成为此次申奥成功的重要保障，也给张家口

带来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2003年起，为保证北京市的环境

质量，张家口开始实施封山禁牧和退

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而将
在冬奥会上承担大部分雪上项目的崇礼县，位于张家口上游、清
水河源头，更是实施风沙源治理、生态造林的重点地区。

为遏制北京沙暴气候，张家口怀来县以“多栽一棵树，让北
京少落一粒沙”为己任，积极植树造林，建设生态，林地面积净
增41.3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了15.5个百分点；在北京的重要
水源地官厅水库，其周边主要交通干线两侧的荒山秃岭，如今
已是绿浪翻滚，甚至出现了著名旅游景点“草原天路”，吸引了
无数的自驾游客。

据统计，张家口去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15天，
收获了“长江以北最好的空气质量”，入选了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发布的全国16座“洗肺城市”榜单，是河北唯一入选城市。

对此，市民侯先生深有感触。“我觉得张家口最终能够申冬
奥成功，最大的优势就是空气质量好，因为四周环山、植被覆盖
率高、工业污染少，这里很少有雾霾天气。”他说。

蓝天、绿树、白云、雪场，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本身的自
然资源，张家口以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脱颖而出，被中国奥
申委、国际奥委会选中。

事实上，早在2012年，模仿“达沃斯”模式创办的“中
国城市发展论坛”将张家口崇礼县选作永久会议地址，就是
看中了张家口在城市发展前景中不同寻常的定位，认为恰好
符合其都市圈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投融资、京津冀一体化

等诸多重大会议主题。
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裴东光表示，张家

口、崇礼县不仅是“北京的后花园”，其本身也有望借奥运的东
风，走出一条可供京津冀其他城市借鉴的发展之路。7年后的
崇礼，有望改天换地，真正成为“东方达沃斯”。

申冬奥前的张家口，是一座依托京津、服务京津的中小城
市；筹奥中的张家口，凭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改善
交通，提升基建，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优势产业，极大地提升了
城市实力；人们有理由相信，冬奥会后的张家口，将走出一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崭新发展之路。
那时的张家口，必然是一个重新定义自身形象的、崭新的

张家口。

新变：
申冬奥带来的连锁效应

新机：
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新生：
在京津冀中的角色转变

8月3日，张家口面塑艺人李宁在展示
创作完成的冬奥面塑工艺作品。

朱旭东摄

88月月44日日，，河北省张家口社区老人学英语迎奥运河北省张家口社区老人学英语迎奥运。。
（（陈晓东陈晓东//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张家口崇礼民众张家口崇礼民众
聚集在广场上庆祝申聚集在广场上庆祝申
奥成功奥成功。。 杨杨 柳柳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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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月月 44 日日，，工人在工人在
张呼张呼 （（张家口—呼和浩张家口—呼和浩
特特）） 铁路工程现场施工铁路工程现场施工。。

武殿森武殿森 刘亭立刘亭立摄摄

▼▼张家口市张家口市
民欢庆申冬奥成民欢庆申冬奥成
功功。。 何大为何大为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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