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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什
么时候能够

派 运 动 员 去 参
加奥运会？中国运

动员何时能够得到一
块奥运金牌？中国何时能

够举办奥运会？百余年前的
旧中国，一批受到“奥运”这一

新事物强烈冲击的仁人志士发出了震
撼的“奥运三问”。

2008 年，北京以一届“无与伦比”
的奥运会为“奥运三问”画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那一年之后，中国很多民众对奥
运会和相关体育项目的认识都有了一个非常

大的改变，对体育本身也更为重视了。很多
项目之前在国内可能普及较少，但是通过奥
运会这个大的舞台，很多人认识到了还有这么
多好玩儿、有意思、有挑战的体育项目。

根据安排，我每年都会定期去国外训练一
个月，至今已经持续有 9 年。这期间，我一直
比较关注体育项目的普及情况。最开始，我发
现国内体育项目的普及程度确实不如国外，民
众所从事的体育项目也很单一。但 2008 年以
后，人们对体育的热情逐年上涨，特别是从事
的项目种类也大为增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明
显步入一个快车道。比如，人们从事的项目
不再局限于跑步、打球、游泳，而是拓展到
了击剑、跆拳道、冰雪项目等很多种类。冬
天，很多滑雪场经常出现爆满。

中国民众对于体育的热爱与日俱增。
就拿北京来说，随着2022年申冬奥的成
功，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于冰雪运动

的热情明显提高，最近一年多时间里
就有十多家滑冰场挂牌开张。

静 静 回想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它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

金牌获得者们的笑脸和那些
不断挑战自我的运动员。

其实，2008 年对于我
个人的运动生涯

而 言 也 是

最 重 要
的一个转折
点 。 正 是 那 一
年，我从短道速滑项
目转向了练习我现在所
从事的速度滑冰项目。也

可以说，正是从那开始，我才开
始走上了自己的奥运之路。
奥运会 4 年一届，而一个运动员

的竞技高峰期通常也只有 4 到 8 年。因
此，如果一个运动员能参加一到两届奥
运会，就已经非常幸运了。从这个意义上
说，那些能够坚持参加三届甚至四届奥运
会的人，展现出积极参与、锲而不舍的奥运
精神，其意义早已超过能否获得奖牌本身。

事实上，体育运动无论是否走专业道
路，它都特别有益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
让一个人在运动中有不同的体验和快感。普通
人选择一两个运动项目作为业余爱好，不仅可
以锻炼身体，还有益于日常的学习和工作。

北京成功举办了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之后，
大家对中国举办一届冬季奥运会自然产生了更
大期待。如今，我们祖国很强大，2022年北京
冬季奥运会也一定会像2008年那样成功！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正在进行，我也祝愿
中国所有从事夏季奥运会项目的运动健儿们
能够在里约奥运会上发挥自己最佳的状态和
最高水平。冠军虽然只有一个，但每一个运
动员如果做到不给自己留遗憾，发挥出自
己最高的水平就足够了。因为这就是奥林
匹克精神，这就是成功！

（作者张虹为著名运动员，中国冬
奥会历史上第一枚速度滑冰金牌获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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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更加明确】

对于航海的船只来说，航线目标的定位显然十分重
要。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更是如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战略之下，北京的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如今，《规划》的发布无疑
标志着北京向实现自身定位更近了一步。

“凝聚荟萃、辐射带动、创新引领、展示交流和服务
保障”，在这份最新的 《规划》 中，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
心的五个核心功能十分突出。根据这份 《规划》，北京将
被打造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
彰，具有高度包容性和亲和力，充满人文关怀、人文风采
和文化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在解读《规划》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北京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余俊生表示，编制《“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规划》，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重要
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加快落实新时期首都“四个中
心”战略定位的现实要求。该规划不仅涉及文化中心建
设、市民文化权益等多个方面，更为未来五年北京建设全
国文化中心描绘了清晰的发展蓝图。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所长李建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
出，《规划》 以未来五年首都文化建设的重点，既涵盖了
文化自身发展的各个方面，也突出了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发
展文化的方向性和导向性。

【十大任务条分缕析】

那么，北京将如何实现全国文化中心的各种功能定位
呢？从《规划》中的信息来看，未来北京从提升思想理论
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城市环境和社会风
尚、构建互联网时代下的现代传播体系、加强中华优秀文
化保护与传承、攀登文学艺术高峰、提供更高质量公共文
化服务、激发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创造活力、提升国际文化

交流水平、汇集文化人才等十个方面重点发力。各项任务
条分缕析，且均有具体项目工程与之对应。

余俊生表示，《规划》提出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
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做到城市保护和有机更新相衔接，形成

“两轴、两核、三带、多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格局，让收藏
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展现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独特
城市魅力，让中华民族这张“金名片”焕发夺目光彩。

“作为辽金以来的都城，北京的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
厚。其在文化建设中保护的对象不仅是王家宫殿坛庙、府
院、园林、名人故居、墓地等建筑文化，还有活态流动的
城市传统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市镇、村落传统文化。因此，
北京的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与保护实践将会在全国具有文
化示范效应，这对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
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萧放对本报表示。

【沟通中外的“排头兵”】

“我喜欢这里的古迹、西山、大运河，这是一个特殊

的城市。”现年 50 多岁的安德烈·米罗夫来自俄罗斯，已
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可谓是资深的“中国通”。她口
中的“特殊”，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 对北京提升国际文化交流水
平着墨颇多。例如，在加强对外文化传播方面，《规划》
指出既要用好筹办 2022 年冬奥会、2019 年男篮世界杯等
重大活动的机遇，又要积极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建设，多开展经典剧目和优秀剧目境外巡演等文化艺
术“走出去”的活动。再如，在发挥重大文化品牌活动影
响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北京国
际音乐节等诸多北京文化“招牌菜”也有望获得更多支
持。

与此同时，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促进中国特色影
视、出版、演艺、动漫、游戏等领域文化产品“走出去”
也被摆在了显要位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王野
霏就此透露，“十三五”期间，北京一方面将积极开展对
外专项出版权的试点，推动国有出版单位和民营出版机构
合作；另一方面还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新闻出版企业走
出去，最终提升首都新闻出版广电业的国际影响力。

“从城市功能定位上讲，北京是对外文化交流、文化
传播和文化影响的中心城市。”李建盛表示，加强对外文
化交流与文化传播，提升国际文化交往水平，是首都加强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当然使命。

可以预见，随着《规划》蓝图的逐步落实，未来的北
京将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优质的人才智力资源优势，不
仅成为更加耀眼的全国文化中心，更将成为中国文化对外
交流的“排头兵”。

描绘全国文化中心描绘全国文化中心
新蓝图新蓝图

王俊岭 李梓玮 张鸿腾 雷龚鸣

在海内外不少中华儿女的心
中，北京总有一种“家”的味
道。而带来这种回味的，正是北
京厚重的历史和鲜活的文化符
号。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实施
《“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规划》。据悉，这是北
京首次将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规划列为市级重点专项规划。相
关专家表示，《规划》对北京进
一步打造全国文化中心给出了全
面、具体的实现路径和安排，不
仅有助于北京实现中央确定的城
市功能定位，而且还将加强北京
作为连接中外文化桥梁的作用。

图为北京非遗精品亮相东盟国家。
曹 蕾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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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活动。
陈益宸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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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秒就能任性雕刻？珠宝首饰也能自己 DIY？用一
个手机壳就能看3D电影？没错，在首届北京市文化创意
创新创业大赛的复赛中，这些好玩又有料的创意设计比
拼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思维的盛宴。

日前，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比赛现场，能容纳200人的
报告厅座无虚席，坐在前排的参赛选手或调试耳麦，或
熟悉路演讲稿，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赛前的最后准备，
台下的观众都在翘首期盼。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透露，文创
大赛通过把同行业的参赛项目聚集到一起进行比赛，让
高手相互交流“过招”，由政府领导、行业专家和投资机
构三方共同构成专家评委也让比赛更加公平公正。

比赛开始后，参赛选手们满怀激情，展示着一个个

让人“脑洞大开”的创意设计，观众席里不时爆发出阵
阵掌声，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观赛过程中，观众还可以
扫描二维码进入微信群，为自己喜欢的作品打分。

“花丝镶嵌是一门传承了2000多年的汉族传统手工技
艺，主要选用金、银、铜为花丝原料，采用掐、填、编
织、堆垒等传统技法，再镶以珍珠、宝石形成饰品。以
前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现在，通过研发创新，我
们打破了花丝镶嵌传统的老纹样，融合了时尚化创意设
计，打造了全新的创意饰品……”在参赛选手于承燕的
展示中，一件件充满个性但不失高雅的饰品令人目不暇
接，现场观众惊叹不已。

张岩是北京农学院一名大学生，毕业后他组织了一
个8人创业团队。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不少创意设计荣获
了国家级大奖，而这次比赛，他也带来了自己最新的创
意设计——暖气伴侣。“这是一款基于室内传统供暖散热
器而设计的创新节能产品，能让暖气更有效地工作，并
且充分利用能源。”张岩说，该创意主要针对北方集中供
暖效果不好的问题，贴上暖气伴侣，就能让暖气通过墙
体散发的部分热量折回来，既节约成本，又提高了供暖
效率。

张岩说他参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各个参赛组的
质量都很高，很刺激。”对于主办方，张岩则表示，良好

的比赛环境、积极配合扶持介绍一些项目外包，主办方
的这些“福利”对于创业团队来讲帮助很大。

“本次大赛以文化为核心，以创意为引擎，强调文化
与科技和创意的结合，注重产品设计的文化属性。特别
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下，在文创产业领
域举办这样一次大型的创新创业大赛，挖掘具有创新性
及成长性的文创人才和项目，帮助其实现与资本市场的
对接，对于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更好发展有着非凡的意
义。”梅松表示。

据梅松透露，目前晋级复赛的这100多个项目已经从
社会融资2亿多元，即将融资8亿多元，通过这个平台带
动文化领域的社会投资将会达到10亿元。

经过激烈的角逐，本场大赛共有包括花丝镶嵌在内的

3个创意设计直接晋级决赛，3个项目进入复活环节。与此
同时，本届大赛还在东城、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和亦庄
设立了 6 个分赛区，晋级复赛的 100 个项目将通过路演遴
选和网上拉票活动，争夺晋级决赛的30张入场券。

据了解，大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即将展开，30 个晋级
决赛的项目将通过更加严格的遴选，最终选出6个项目进
入总决赛。8月28日将举行总决赛。

创意高手“过招” 平台对接资本

京城“文创比拼”引关注
王俊岭 夏子傑

图为参赛选手将作品搬上舞台，与评委互动。

软件百强企业数量北京居首

本报北京电 （孙奇茹、谢岸颖） 日前，工信
部最新公布的 2016 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
业名单，北京市航天信息、同方股份等 33家软件
企业入选，入选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

北京入选的这 33家软件企业，2015年实现软
件业务收入 1042.8 亿元，占全国软件百家企业收
入的17.4%，占全市软件业务收入的19.2%。

肯投入、重研发，是北京软件企业的共同特
质。今年1月到5月，北京市大中型工业和软件信
息服务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 68.1 亿元

和 43.8 亿元，占全市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支出总
额的比重超过八成。

不断加大投入研发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活跃度
不断提升。去年上半年，北京市 8家软件企业参与
的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5 月末，北京市大中
型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1.46万件，增长40.7%；
软件信息服务业发明专利数8319件，增长16%。

除了软件企业发展喜人，北京市互联网企业
也喜讯频传。在近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6 年中国互联网企
业 100 强榜单中，北京市百度、京东、奇虎等 28
家互联网企业入选。在百强榜单中，前 20位中就
有11家是北京企业。

南水日进京量同比增两成

本报北京电（朱松梅） 自 2014 年 12 月 27 日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来，进京水量已超过 15亿立
方米，基本实现了“喝、存、补”的用水目标。其中，近
七成流入了北京市水厂，供居民饮用。为应对用水
高峰，今年夏天，南水日进京水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4%，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首都水资源紧缺的状况。

按照计划，北京市2016年将接收10.5亿立方米
南水，目前已经完成了计划调水量的70%。

南水首先用于保障居民“喝”的需求。市南水
北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15亿立方米南水中，有

10.17亿立方米流入了北京市各大水厂，占到总调水
量的 68%。其中，郭公庄水厂和城子水厂已全部使
用南水，田村山和第三水厂使用南水比例达一半以
上，第九水厂使用南水与本地水兑水比例也达到了
4∶1，最大限度实现了“喝”的用水目标。

按照计划，除了“喝”之外，富余的南水还被用于
调蓄储备和地下水回补。以密云水库为例，南水进京
前，蓄水量仅为8亿多立方米。去年9月，密云水库反
向输水工程完成调试。再加上今夏雨水丰沛等因素，
密云水库蓄水量14年来首次超过13亿立方米。

南水进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北京解了渴，但
水资源紧缺的局面依然不会改变，北京市再生水利
用、自备井置换等工作一直在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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