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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京 城

日前，北京市出台了 《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
（2016－2022）》 及七项配套规划 （下称“1+7”文件），作为全
国首次以地方政府名义出台的冰雪运动发展规划，“1+7”文件将
有助于促使北京冰雪运动发展进入“快车道”、实现新突破，也
将为北京市助力办好冬奥会提供支撑。

结合自身优势，北京市首先提出到2022年打造出一张“冰球
名片”。“冰球是北京市基础最扎实、发展势头最旺盛的冰雪项
目。目前，北京有 15 家冰球俱乐部，青少年冰球队有 116 支近
2000人，每年度青少年冰球联赛、校际联赛和锦标赛达到1000多
场次，在国内规模最大、水平名列前茅。”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
学才说。

据悉，北京市体育局将与社会组织和企业合作，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减免青少年参与冰球比赛的费用。此外，北京市
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力量来组建冰球专业队，例如，此
次冰球和冰上项目正是以世纪星滑冰俱乐部和北京冰球协会来签
署战略协议。

引进高水平职业冰球联赛成为北京市大力发展冰球项目的另
一抓手。孙学才指出，最近正在和北美职业冰球俱乐部进行洽
谈，并达成了意向性协议，能够把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等高水平的
冰球赛事引进过来，会吸引更多的市民关注这些比赛；同时，还
有一些商业赛事或者表演赛，也都会有计划进行引进。

“1+7”文件提出发展目标，到 2022 年，全市冰雪体育产业
收入规模达到400亿元左右，实现增加值80亿元左右。

冰雪消费将成为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据介绍，北京市
将与河北省共同建设京张冰雪体育休闲旅游带，大力发展花样滑
冰、冰壶、冰球、滑雪等有发展空间的冰雪体育项目，同时，积
极推动各级各类冰雪健身场所安排一定时段免费向社会开放，鼓
励商业性冰雪健身场所在非高峰时段低收费开放，引导群众积极
参与冰雪健身消费。

此外，孙学才指出，将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冰雪体育产
业，在体育场馆设施运营、公益健身服务体系、群众性体育比赛
等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动冰雪体育产业与文
化、旅游、科技、会展等产业融合发展。

今年两会上，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指出，借举办冬奥会的
机会，推广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需要进一步付出努
力，我觉得现在真正地去推广冬季项目的普及是下一步需要做
的。

目前，北京正以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为龙头，推动冰雪
运动进校园、进公园、进商业场所……还将组建讲师团，深入城
乡基层开展冰雪运动推广与科学健身指导宣讲活动，普及冬奥

会、观赛礼仪和冰雪运动知识。
此外，充足的场地设施将为冰雪运动

的推广提供扎实的基础。“1+7”文件提
出，到 2022 年，冰雪场地设施更加完善，
新建室内滑冰场 16座、室外滑冰场 50片、
嬉雪场地30片，规范提升现有22座滑雪场
软硬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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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地北京地名查名查““血缘血缘””
老地名承载历史 新地名避免重复

本报记者 周小苑

第四届北京农业嘉年华 3 月 12 日在
昌平兴寿草莓博览园开幕。本届农业嘉
年华设置了“三馆两园一带一谷”七大
板块，“三馆”即精品农业馆、创意农业
馆、智慧农业馆；“两园”即主题狂欢乐
园、农事体验乐园；“一带”即草莓休闲
体验带；“一谷”即延寿生态观光谷。在
58天会期中，20项特色主题活动、200项
互动体验将带领市民感受一场全新的都
市现代农业嘉年华。

陈健男摄 （人民图片）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认
识把握发展规律的新飞跃，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思
想指引。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
的思想精髓和丰富内涵，贯彻
落实好新理念，是关系发展全
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北京作为
首都，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
理当争先，紧紧围绕首都城市

核心功能，全力推动新的发展
理念落地生根，变成干部群众
自觉行动。

两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为
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坚定不
移地“瘦身健体”，坚定不移
地疏解功能谋发展，经济保持
了平稳增长。2015年全市经济
总量接近 2.3 万亿元，是“十
一五”末的 1.6 倍，经济质量
提高、效益提升，科技竞争力
大幅度增强，第三产业比重达
到 79.8%，城乡居民收入增速

快于经济增长，常住人口实现
“增速”“增量”双下降，实现
了调控目标。这些成绩和变化
的取得，正是新发展理念在首
都实践的生动写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对于北京来说，最大
优势就在于创新。北京将以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为契
机，力求在科技创新上取得
更大突破。协调发展是建设
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需要
解决的重大问题。北京坚持
协调发展，就是要牢牢把握
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着力增

强 发 展 的 整 体 性 、 协 调 性 。
绿色发展是北京实现持续健
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着力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人
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更
高层次的开放是北京发展的必
然选择。北京将进一步强化首
都的国际交往功能，服务好国
家对外开放大局。共享发展是
衡量和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
尺。北京将着力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条件
把 能 做 的 事 情 尽 量 做 起 来 ，
积小胜为大胜。

（本报记者 朱竞若整理）

贯彻新理念 北京当争先
郭金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要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核心功
能，全力推动新的发展理念落地生根

时隔时隔3300年年

北京城里有不少重复的地名，比如两个“三里河”、两个“八里庄”、两个“大栅

栏”等；北京城里还有些地名很“土”，比如公主坟、大北窑等“村”、“屯”、“洼”

的地名，对于头一次来北京的外地游客来说，这些地名既让人觉得“土掉渣儿”，也

常让人犯晕。近日，历时3年的北京地名普查开始了，记者从市规划委获悉，未来北

京命名新地名时，不会求大、求新、求怪，也会尽量避免重名。

第四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开幕第四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开幕

《北京老街》 陈永祥画

历史地名将得到保护

颐和园东门外的六郎庄、原为明清时期马匹交易之地的马甸
等，这些颇有文化传统的北京地名，是历史在这座老城铭刻的印
记，但随着北京的城市发展逐渐被新的地名所取代。

1979年至1986年，我国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近
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地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
化。为了掌握最新的地名信息，北京市也于近日启动了第二次地名
普查的工作。具体由北京测绘院等单位实施，时间是2016年初至
2018年6月，普查范围是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容分为自然地理实体
和人文地理实体2个门类，包括行政区域，非行政区域，群众自治
组织，居民点，交通运输设施，陆地水系，陆地地形等11大类地
名。

让一个个的老地名不再变成历史，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地名普查成果转化，有利于摸清北京地名文化遗产情况，制
定地名文化发掘、保护策略。保护和弘扬北京地名文化，是建设
全国文化中心，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

避免重名方便市民出行

“北京的地名真的很乱，我常常在公交站看着站名犯晕。”市

民王小姐说。的确，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目前本市的地名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导致地名变更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城市建设、文化渗
透、人口迁徙、市场主体的个体行为等，这种现象很常见。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刘铁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变化应该是第二次普查关注的重点，原来没有，现在新
出现的地名应该是关注的对象。比如说，以前这个地方是田
野，但现在城市化了，变成了小区、科技园区等。

根据规划，这次普查，将对有地无名的重要地理实体进行命
名，对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对重要地理实体设置地名标
志。

刘铁梁建议，历史需要记录，但是也要尽量多些服务于
当前。历史上地名的出现都是和人文景观相关的，但现在为
了方便人们出行，可以考虑把单位名称、公交站名作为地
名 。 站 点 地 名 已 被 大 家 约 定 俗 成 ， 比 如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站”，但地址是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如果打车，司机就不太
熟悉了。

此外，历史上的重名虽然已经不能取消，刘铁梁也建议可以
通过普查建立数据库避免新的重名。

建立数据库打造智慧城市

在一张牛街街道办事处的普查预填信息表中，记者看到，除
了地理位置、名称、坐标外，还有历史沿革——“唐属幽州潘镇
城子城之中，辽为南京东南部，金为中都内城以东，元属元大都
南城，明属北京外城，清属外右四区。1952 年，属宣武区……
1960 年 4 月，成立牛街人民公社。1962 年 2 月，恢复牛街街道。
2010年7月，属西城区。”

这不仅仅是查地名，更像是查家底儿、查“血缘”。未来，
这些整理好的普查成果将通过各种途径向普通市民开放，供更多
城市地理历史爱好者查询使用。

但刘铁梁也强调，不要给地名普查增加太多的负担，只是收
集记录地名，而具体的历史是由地方志来完成，通过对地名的记
录可以看出地名在历史上是怎么变化的。比如“府学胡同”在胡
同口注明：“此胡同里有文天祥祠”即可。

预计到2020年，北京市将基本建成数据准确、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结构完善的地名普查成果转化管理服务体系。地名普查成
果，将用于编纂出版地名图、录、典志等出版物，建立、完善各级
国家地名和区划数据库，开展地名资讯化服务，开发研制地名资讯
化服务产品。

（压题图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