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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三：

民众参与热情高涨
服务团队优秀，场馆设施给力，冬奥筹备就万事大吉了吗？

其实，筹办冬奥，最重要的就是“人”。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预
计 2019-2020 年建成通车的京张高铁和崇礼支线已经开工建
设更是“意义非凡”。因为便利的交通不仅符合“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战略，而且可以让更多民众参与冬奥会并走上冰雪。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曾经是北京在申办冬奥时许下的愿
景，如今它正在加速变成现实。韩子荣表示，筹办冬奥会为中国
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可以起到“点燃冰雪运
动火炬”的作用。2015至 2016年冬季，全国 31个省区市中已有
30个开展了冰雪运动，北京和张家口地区的冰雪运动人数达到
680万，增长高达30%。而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22年，仅北京市
参与冰雪运动的人口就将达800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冬奥会筹备不断深入，冰雪运动不仅成
为百姓时尚健身的佳选，也将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北京市体育
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北京正在积极发展冰雪体育产业，促进冰
雪体育消费。到2022年冬奥会举办时，整个北京的冰雪体育产业
收入规模有望达到400亿元，实现增加值80亿元。这，无疑将成为
京张冬奥会与大众体育之间良性互动的一个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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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街是北京仅存的有牌楼的街道，街
道上共立有4座牌楼，其中东西街口各一座，额
题“成贤街”，国子监附近左右各一座，额题

“国子监”。这条胡同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在清
代时名为“成贤街”，后因孔庙和国子监在此而
得名“国子监街”。清乾隆皇帝曾赞其为“京师
为首善之区，而国子监为首善之地”。

“看这里，笑一笑！”幽雅静谧的街道上，
几名大学毕业生专程穿着学位服来此拍照。据
其中一位许姓同学介绍说，她们来自香港，在
北京读了 5 年书，如今即将毕业离京，十分不
舍，所以特地来国子监街拍毕业照。“胡同是北
京特有的，离开北京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
了。”许同学说，尤其是国子监自古以来就是教
育圣地，历史文化深厚悠久，选择在这里为学
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感觉非常有意义。

“国子监街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东西贯通的
胡同，但因为孔庙和国子监的存在，就注定了
它具有同其他胡同相比更加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价值。”北京民俗学家高巍表示。

孔庙和国子监位于街道中部，是两处著名
的古建筑群。其中，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
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
称“太学”“国学”，而孔庙则是古代皇家祭孔
之地，两者相伴，形成“左庙右学”的格局。

笔者在一天上午来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时，看到门口聚集了不少排队等候参观的游
客，其中不乏外国游客。“今天不是节假日，游
客已经算少的了，”售票处的阿姨向笔者介绍
说，孔庙和国子监地位独特，很多游客都愿意
过来了解历史，感受气氛。“不光是咱们中国
人，好多金发碧眼的‘老外’都来参观呢，足
见咱们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此外，国子监街上还有几座庙宇，如国子监
后边的国学胡同内有一座纪念韩愈的庙，名为韩
文公祠；国子监街路南还有两座庙，西侧为火神
庙，始建于明代，东侧是灶君庙。高巍指出，这些
庙宇在古时属于孔庙和国子监的“保护单位”，是
孔庙和国子监周边不可或缺的存在，是国子监街
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未来应针对这些庙宇进行进
一步的规划和修缮，争取能恢复到旧时国子监街

的面貌。
“现如今很多北京老胡同都逐步向商业化方向发展，但我认为

国子监街不同，它要打造的是一个文化品牌，向更多人宣传展示
我们中华民族经典的、占主导地位的优秀传统文化。”高巍认为，
国子监街上的一些休闲、餐饮场所未来都将逐步与文化体验、文
化宣传相结合，国子监街也有望成为一个既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又能方便人们参观休闲的好去处。

日前，北京市规划委透露，《北京市中心
城排水防涝规划》已经获得市政府批复。《规
划》 显示，未来北京市将建成 73处以滨河公
园形式呈现的蓄洪蓄涝区。“‘蓄水池’的修
建，是北京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举
措。”规划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再迎暴雨
考验。为防范城市内涝，保障汛期市民出行
安全，北京市正通过扩建调蓄池、修建城镇
雨水利用工程、修建山区水库等方式，积极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据了解，由于中心城区没法修建水库，又
不能扩展河道，所以将建设大小不等的73个滨
河公园。例如，南四环南、南三环南等每逢大雨
就容易积水的河道，都将设蓄洪池作为“缓冲
带”。如果需要，这73个蓄洪蓄涝区能存贮超过
1000万立方米的雨水，相当于5个昆明湖。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2 年“7·21”暴雨
灾害后，北京其实就已经加大了城市蓄水池
的建设。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 60座雨水调
蓄池，蓄水能力 21万立方米。在今年“7·20”
特大暴雨中，全市 60座雨水调蓄池均已进水，
在有效削峰并减少路面积水的情况下，同时回
补地下水并蓄水，用以城市灌溉。

除了蓄洪蓄涝池，今年强降雨之所以让北
京“有惊无险”，森林公园、透水瓷砖、绿色
屋顶等城镇雨水工程也“功不可没”。

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王金增介绍，从
2012年启动平原造林工程以来，北京市已建成

包括东郊森林公园、青龙湖森林公园等18处特
色公园，共105万亩林地，5.3万亩湿地。在经
过极端降雨之后，这些新增的林地和湿地对洪
涝灾害形成了“截流地表流”、“林下植被吸收
降雨”、“根系吸收形成地下流”以及“湿地蓄
洪”四道有力防线。

通过“微地形”改造，林地和湿地还形成地
下蓄水系统，经过改良土壤、铺设透水瓷砖等方
式，最大程度形成雨水自然下渗通道，回补地下

水。“一亩林地可以蓄水100立方米，那105万亩
林地，就可以蓄水 1.1亿立方米，相当于 55个昆
明湖的蓄水能力。”王金增说。

在水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
300 立方米的北京，留住宝贵的天上来水，让
雨水循环利用，一直是北京市建设海绵城市、
节约水资源的初衷。截至2015年底，北京已建
成城镇雨水利用工程 1178 处，7 月 19 日至 20
日的暴雨中，全市城镇雨水利用工程雨水利用
量达 876万立方米。而据测算，今年强降雨期
间通过城市森林下渗回补地下水资源的量则达
到数亿立方米。

“这就是海绵城市的作用，下雨时吸水、
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
放’并加以利用，使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
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文
忠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与此同时，北京市还规划在山区新建设 5
座水库。这 5座水库从东北至西南分别是钻子
岭水库、西峰山水库、陈家庄水库、二道河水
库和张坊水库。5 座水库和现有 88 座水库一
起，可以实现83%的山区流域面积控制率。

“通过把城市打造成‘海绵’，北京不仅能够
实现面对洪水‘收放自如’，还能在充实市政景
观的基础上，改善京城生态环境健康。”张文忠
说，“7·20特大暴雨，让北京共形成了33亿立方
米水资源，随着主汛期的到来，这些‘海绵’还会
继续施展身手，将雨水变‘废’为‘宝’。”

申冬奥成功一周年：

京张冬奥筹备现三大亮点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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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北京和张家口正式迎来
了申冬奥成功一周年纪念日。记者在走
访京张冬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时了解
到，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初期组建工作已
经基本完成，与国际奥委会的各项沟通
也十分顺畅。同时，随着冬奥会场馆改
造等筹备工作的不断推进，民众对冰雪
运动的认知度和兴趣也明显提高。可以
预见，随着2022年京张冬奥各项筹备工
作的深入，冬奥项目在中国的群众普及
率也会越来越高，这些都将为举办一届

“无与伦比”的冬奥会打下坚实基础。

73处滨河公园将变身“蓄水池”

海绵城市助北京“变雨为宝”
夏子傑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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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成功申办 2022年冬奥会一周年纪念活
动现场，演员正在表演节目。 鞠焕宗摄 （新华社发）

亮点一：

国际交流卓有成效
由于今年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的开局

之年，因此落实好“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
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首先就需要一支素
质过硬的服务团队。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秘书长韩
子荣介绍，冬奥组委初期组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
前设置 9 个部门和 2 个运行中心，现有工作人员 170
名，其中60%都参加过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办和2022
年冬奥会申办工作。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入驻首钢
主题工业园，既体现可持续发展和节俭办赛理念，又
为推动冬奥会筹办与区域融合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
用。未来，冬奥组委各服务部门还将进一步扩充并面
向海内外广招人才。

事实上，奥运会的筹办离不开主办城市和国际奥
委会的合作。北京在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承办权后
就与国际奥委会展开了密切合作。具体来看，这些卓
有成效合作主要体现在高层互动和召开各项工作会
议两个方面，涵盖了体育、技术、市场、总体规划、人力
资源、场馆规划、法律事务、新闻发布等多个业务领
域。

“我坚信，中国将在2022年举办一届卓越的冬奥
会。北京将再次创造历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
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感谢北京
冬奥组委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你们迅速把握了

《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精神内涵，通过聚焦可持续
发展、遗产利用以及可行性，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
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久前，来京出席奥
林匹克塔奥运五环标志落成仪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如是评价了2022年京张冬奥会的筹备工作。

亮点二：

场馆改造按时起跑
如果说优质的服务团队是办好冬奥

会的“大脑”，那么良好的场馆和基础设施
就是保障赛会顺利进行的“躯干”和“四
肢”。在节俭办赛的理念下，尽管“改造”超
越“新建”，成为了场馆筹备的主题，但
2022年冬奥会的“硬保障”依然底气十足。

记者了解到，场馆布置的日程为：2017年，新建
竞赛场馆和部分现有竞赛场馆将陆续开工建设和改
造；预计到 2019年 9月，新建竞赛场馆的永久性设施
和测试赛相关临时设施将基本完工；2021 年 6 月之
前，所有的场馆就将全部完工并移交给冬奥组委，开
始比赛前的各项准备。

科学布置场馆，协调人与自然。例如，冬奥会雪上场
馆均在室外，这就对场地设施如何与自然山体较好协调
提出了较高要求。北京奥组委相关人士表示，雪上项目
赛道设计方案将尽可能保护山体，减少土方量。同时，为
更好地兼顾不同时区观众收视转播的时间与运动员比
赛时的视觉条件，部分赛道还要架设灯光系统。“相信通
过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
会的密切配合以及国内外设计团队的鼎力相助，这些要
求都能妥善安排。”该负责人说。

在冰上项目方面，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
新建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也将于明年开建。国家
速滑馆将以国际竞赛的方式遴选出优秀设计方案，未
来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场馆坐席约1.2万席。按照
规划，该馆将在2022年京张冬奥会期间承担速度滑冰
项目的比赛和训练，赛后则将打造为北京首家可四季
运营的冰上活动中心，能举办滑冰、冰球和冰壶等国
际赛事，可供大众进行冰上活动。

聚 焦 京 城

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郭金龙
（右）与一名少年儿童代表向邮筒投入邀请函，面向全球征集北京2022年冬奥
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设计方案。 鞠焕宗摄 （新华社发）

近日，金海湖国际美食
节在北京市平谷区的集装箱
文化主题休闲小镇开幕，来
自德国、泰国、印度、美国
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美食
餐厅参加，吸引了大批来游
客参观。据悉，平谷区集装
箱文化主题休闲小镇占地 10
多万平方米，建设有集装箱
文化集群、集装箱彩绘、动
漫集市等。

李 欣摄 （新华社发）

集装箱小镇办美食节

图为国子监街一景。

北 京 老 胡 同

图为海绵城市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