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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冬奥冰雪之城”的蜕变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魏梦佳)街道上悬挂的滑

雪小人灯饰、随处可见的北京冬奥会会徽标识和
“冰雪延庆 激情冬奥”标语、滑雪主题餐厅、热火
朝天的滑冰滑雪赛事……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区，冬奥会已成为一种信念、
一个希望、一份动力，与城市发展脉动和百姓生活
紧紧牵系。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三周年之
际，记者走进这座“冬奥冰雪之城”，感受冰雪中孕
育生发的激情、梦想与希望。

农村小学的冰雪“试验田”

进入延庆区康庄镇太平庄中心小学，一座
1800 平方米的室外冰场上，11 岁的王奥云正脚
踏冰刀，和 20 多个同学一起，在冰场上划出一道
道美丽的弧线。

这里原本是学生们体验种玉米和蔬菜的“学
农基地”。2016 年，在延庆区教委支持下，这所农
村全日制小学建起冰场，并为学生们购置了 400
双冰鞋与护具。这所小学由此成为全区首个拥有
冰场的学校。滑冰成为这所学校所有学生每天的
必修课。

“延庆是北京冬奥会举办地，应该有冰雪运动
的氛围，孩子们也应具备冰雪知识和技能，所以我
们就建了冰场。”校长丁建培说，学校希望通过冰
上运动项目培养全面发展、具有特长的学生，也希
望借此形成冰雪运动特色，带动整体发展。

王奥云出生于 2008 年夏天，因此有了一个具
“奥运”寓意的名字。因为学校的冰场，小姑娘爱上
了滑冰。几年来，她每天坚持训练，如今已是延庆
区青少年速滑队队员，代表区里和学校参加了多
场速滑比赛并获得了好成绩。“我觉得滑冰特刺
激，一上冰就很开心，像飞一样，我现在已经掌握
五种速滑技巧了。”滑冰间隙，她不时指导其他同
学，俨然一位“小教练”。

因为学校鼓励家长陪练，王奥云的妈妈谷伟
霞就陪着孩子开始学滑冰。谷伟霞说，女儿滑冰后
体质越来越好，意志力也提高了，“过去一着凉就

感冒，现在很少生病”。“因为冬奥会的带动，现在
每个学校都在搞冰雪运动，这不仅对孩子好，家长
见识也广了。”她笑说，“以前我都不知道滑冰，现
在穿上冰鞋就能走。”

为了教好学生，学校专门聘请了一位东北师
范大学的老师，今年还要新招一名滑冰特长的教
师。而为了维护这座冰场，保证学生上课时冰面整
洁，老师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维护冰场太辛苦。”丁建培说，这几年冬天，
他和另外一位老师几乎每天都要给冰场浇冰和清
扫。去年和前年都是暖冬，气温高了，水洒上去不
能结冰，他们春节就住在学校，每天半夜起来浇，
遇到天气不好，还要一遍一遍重复浇，“有时来来
回回要浇一整夜，拿手机计步一算，相当于走了
20 公里”。

如今，这座冰场成为学生和家长们的冰上乐
园。有的学生毕业了，还惦记着冰场，周末常过来
滑。学校的滑冰课也带动了周边几所学校开展冰
上项目。

“申冬奥成功以来，延庆冰雪运动的软硬件设
施都提高了，冰雪运动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大
家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谈到几年来的变化，
丁建培很感慨，“我们想在学生心里种下冬季运动
的种子，他们大多数人将来或许不会从事冰雪运
动，但只要他们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在成长中有
所收获，我们做的就是值得的。”

“冬奥小镇”刮起的“民宿风”

在延庆区张山营镇的后黑龙庙村，一处名为
“大隐于世·冬奥小镇”的精品民宿广受游客欢迎。

30 岁的张海超是这一民宿品牌的总经理。连
日来，他正带着团队到延庆多家知名精品民宿去
“取经”，希望能学习更多的经营经验，打造好自家
的特色小院。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他所经营的“大
隐于世”已开发十处民宿院落，在建的院子还有
40 多处，多数位于延庆。

他创业的契机，源自即将在家门口举办的冬

奥会。
海坨山脚下的张山营镇将是北京冬奥会高山

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的举办地。2016 年 3 月，原
本在北京城区做生意的张海超，得知家乡张山营
将规划打造“冬奥冰雪休闲小镇”，决定抓住机遇，
返乡创业。

张海超说，选择做民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
和一些朋友都喜欢滑雪，但一拨人带着雪板住酒
店总是不便，大家想聚在一起也没有公共空间。
“冬奥会来了，滑雪的人就多了，在住宿方面肯定
有需求。”

后黑龙庙村共 170 户，闲置农宅较多。如果能
做起民宿，对村民致富也有好处。张海超向村民租
赁了 20 处农房，经设计装修建起精品民宿。为了
让游客体验采摘种植乐趣，他还在村里种了 100
亩的中草药、50 亩的葡萄和其他果蔬，工作人员
全部聘用当地村民。

“大隐于世·冬奥小镇”的民宿推出后，客人络
绎不绝。张海超逐渐扩大经营规模，开发出不同风
格的院落，加入他团队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如
今，十处院落全年入住率在 70% 左右，年均接待
游客两万多人次。

“如果没有冬奥会的机遇，高端民宿的市场不
会这么火爆。”张海超说，现在他身边七八个“发
小”都已经回来创业了，“大家觉得在外面打拼多
年，其实最好的发展机会就在家门口”。下一步，他
还打算在民宿设计方面增加“冬奥”元素，并且还
在跟一些雪具品牌谈合作，希望将来客人在民宿
就能租赁雪具，方便其就近滑雪。

“现在都市人生活节奏太快，我希望能恢复农
村的生活方式，让民宿成为人们周末放松的地方，
让人们体会农村的慢节奏和滑雪的乐趣。”张海超
说。

延庆区旅游委副主任郑爱娟介绍，近两年来，
受北京冬奥会、北京世园会带动，延庆加大旅游设
施升级改造，旅游产业带动效应明显，特别是民宿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目前，已建成 120 多家
品牌民宿，“大隐于世”“山楂小院”“先生的院子”

等精品民宿热度不减，部分在今年春节的预订
率已达到 90%。

冬奥会催生的“冰雪热”

延庆的万科石京龙滑雪场的几条雪道上，
35 岁的滑雪教练郭军华正耐心地教一群孩子
滑雪。学生们的一点点进步都能让她乐呵一整
天。

滑雪在延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20世纪
90 年代末，石京龙滑雪场建成，成为京郊首个
大型滑雪场。从此，滑雪就成了附近许多村民的
娱乐方式。郭军华就是其中“雪龄”最长的一名
“滑雪发烧友”。

北京冬奥会部分赛事将在延庆举行，这让
酷爱滑雪的郭军华激动万分。她放弃了高薪工
作，返回家乡，于 2018 年成立了“海坨之星儿童
公益滑雪训练营”，免费教授有滑雪天赋的孩
子，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滑雪赛场上的“未来之
星”。如今，通过训练营和滑雪俱乐部，她已教授
了约 50 名孩子滑雪，大部分来自延庆。

为带动更多民众感受冰雪运动乐趣，近年
来，延庆在全区开展“万人上冰雪”活动。越来越
多的滑雪爱好者相聚延庆，因冰雪结缘，他们成
立滑雪队，参加比赛，组织冰雪项目培训，一些
务工人员和农民还在瑞士教练的培训下，获得
了滑雪教练指导员教学证书。

如今，在各个乡镇街道、机关单位、中小学，
冰雪运动培训都在火热开展。今年冬天，全区开
展上冰上雪活动总人数超过两万人次。

各类国内外冰雪赛事也格外偏爱这里。今
冬，延庆就迎来了国际雪联中国北京越野滑雪积
分大奖赛，以及北京市冬季运动会竞技组滑雪比
赛、首都高校大学生高山滑雪比赛等十多场冰雪
赛事及冰雪培训活动。各地滑雪运动员和爱好者
来到延庆，在雪场上疾驰翻转，一较高下。

一座冰雪小城，因冬奥的来临而春潮涌动，
热气腾腾。

“受冬奥会影响，现在冰雪运动在延庆氛围
浓厚。”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志勇谈到，“过去
在雪场、冰场上很少能看到延庆人的身影，现在
滑雪滑冰的越来越多，许多人一到周末就带着
家人上雪上冰，老百姓对冰雪运动的热情明显
高涨。”

对冰雪的热情离不开运动场地的保障和基
础设施的改善。近日，延庆首个室内滑冰场———
冰面面积 1800 平方米的延庆中小学生冰雪训
练基地正式营业，开业以来已接待了滑冰者上
千人次。“这个滑冰场在承接短道速滑、花样滑
冰、冰球训练和比赛的同时，还能一年四季为老
百姓提供滑冰场地，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上
冰。”马志勇说。

前不久，利用城区两片自然水域，延庆还建
成了总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的自然冰场，用于
群众戏冰和冰上培训项目。而位于延庆中心城
区、面积将达 8 . 7 万平方米的北京市冰上项目
训练基地也正加紧建设，2019 年建成后将满足
冰壶、冰球、短道速滑等冰上项目专业训练和比
赛需求，并适时对社会开放。

冬奥会的举办也给冰雪产业带来巨大机
遇。2016 年，万科集团和石京龙滑雪场合作，对
雪场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现在每年冬天，滑
雪场都迎来来自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汹涌人潮。
今冬至今，石京龙滑雪场共接待游客 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此外，一些冰雪企业和培训机
构也纷纷落户延庆。

“冬奥会对延庆发展的带动和影响极其深
远。”延庆区冬奥办专职副主任宋海田表示，为
迎接冬奥会，延庆加快创建文明城区，开展礼让
行人、文明停车等文明行为宣传及实践活动，并
对群众进行冬奥知识与技能培训，还举办了系
列冰雪文化展览。

“我们希望借助冬奥会，不仅带动延庆实现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冰雪产业的发
展，还能进一步提升百姓的人文素养和社会文
明程度。”宋海田说。

新华社拉萨 2 月 14 日电(记者王沁鸥)记者
近日从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了解到，西藏珠穆朗
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珠峰保护区”)
将继续有条件开放，依法合规的登山活动仍可进
行，网传“珠峰景区永久关闭”消息不实。

游客大本营撤出核心区 不影

响观赏珠峰

珠峰保护区涉及西藏日喀则市定日、聂拉木、
吉隆和定结四县，总面积 3 . 38 万平方公里，位于
中国境内及中尼边界上的五座海拔 8000 米以上
山峰均在区内。

每年四至十月，距珠峰最近的乡——— 定日县
扎西宗乡群众会在珠峰脚下搭建可供住宿的黑帐
篷，建立游客大本营，提供食宿服务，获得收入。

近日，声称“珠峰景区被永久关闭”的文章在
网络上流传，称定日县珠峰管理分局 2018 年 12
月发布公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珠峰保护
区绒布寺以上区域。

对此，珠峰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格桑表示，确
实发布了此公告。从 2019 年起，游客大本营将后
撤至绒布寺一带。

“因为绒布寺以上区域为珠峰保护区核心
区。”格桑介绍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然保护区分
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条例》中表述：核心
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本条例第
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

学研究活动”。
2018 年，珠峰保护区功能分区重新调整并获

国务院批准。调整后，属实验区的绒布寺一带依据
《条例》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
察、旅游等活动。

“新的游客大本营区域仍可清晰看到山体和
顶峰，不会影响观赏珠峰。”格桑说。

登山大本营位置不变 北坡不

存在大规模垃圾问题

珠峰保护区内每年春季还会设立登山大本
营，是各国登山者从中国西藏即北坡攀登珠峰的
宿营地。

该营地海拔 5200 米，未获登山许可的普通游
客不得前往。营地位于珠峰保护区核心区内，依据

《条例》，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应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关自然保护区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格桑表示，登山活动已获西藏自治
区林业厅批准，2019 年登山大本营位置将保持不
变。

记者曾于 2018 年四至五月间在登山大本营
驻扎十余天，其间看到，西藏登山协会设立了专门
的环保联络官，每个登山队都被分配了两个分类
垃圾桶。“如山”的垃圾堆未曾得见，甚至连零散的
水瓶、纸屑都很难在地面上找到。

对于垃圾处理工作，西藏自治区登山运动管
理中心负责人索南当时向记者介绍，海拔 5800 米
的过渡营地以下由西藏登山协会协调，在此之上

的高海拔区域由商业登山服务机构西藏雅拉香
波探险公司承担。

瑞士商业登山组织者卡里·科布勒当时还
带记者参观了营地的厕所：坐便器下是一个套
着垃圾袋的大桶，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垃圾袋被
专人收走运离。2018 年登顶珠峰的北大登山队
队员当时告诉记者，他们在山峰上也被要求将
排泄物收集带回。

西藏登山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
排泄物最终将提供给当地农牧民用于农业生
产，并非网传的“和圣洁的冰雪躺在了一起”。

“从大本营到海拔 6500 米的前进营地之
间其实看不到什么垃圾了，因为我们每天都会
去捡。”扎西宗乡托桑林村村民顿珠说。他是西
藏自治区体育局牵头成立的珠峰高山环保大
队的一员，专门负责在海拔 6500 米以下“捡垃
圾”。

曾于 2016 年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户外撰稿
人刘政佐证了顿珠的观察：“珠峰存在垃圾，但
远没有网络上传得那么夸张。”他向记者描述，
海拔 6500 米到顶峰之间的雪面上是完全看不
到垃圾的。只有在一些高海拔营地中，会看到被
体力不够的登山者遗留下的氧气瓶等登山用
具。

更严格环保措施将出台 平

衡多方需求

而这些垃圾也正在被逐步清理。

2018 年春季登山季期间，西藏登山管理部
门在珠峰大本营及以上区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
垃圾清理，收集生活垃圾、登山垃圾、排泄物等
共 8 吨。

今年，清扫活动还会继续。同时，西藏将把
参与登山活动的总人数控制在 300 人左右，并
首次对海拔 8000 米以上的登山者尸体进行集
中处理。《珠峰登山垃圾管理办法》也将酝酿出
台。

此外，定日县政府和珠峰保护区管理局也
将进一步规范海拔 5200 米以下游客可到达区
域的环保措施。

目前，保护区内有 85 名野生动物保护员，
设有 1000 个生态岗位，均由当地农牧民在业余
时间承担巡护、垃圾清扫等工作；旅游垃圾需实
行日清理、日登记。未来，保护区拟参照羌塘自
然保护区，建立若干专职管护队伍。定日县还计
划试运行电动环保车，减少自驾车辆带来的环
境污染。

“这些措施是为了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群
众脱贫、登山运动和国民教育等不同需求。”定
日县县长王珅表示。

目前，围绕旅游和登山活动形成的产业已
成珠峰所在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还有
许多当地青少年进入西藏登山学校并成长为登
山向导。而珠峰地区作为独特的高原、高山生态
系统和全球登山运动开展的核心区域之一，也
担负着推进户外运动发展与开展自然教育的职
能。

网传“珠峰景区永久关闭”消息不实
依法合规的登山活动仍可进行，多部门将出台更严格环保措施

新华社西安 2 月 14 日电(记者姜辰蓉)陕
西省政府日前印发《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方
案》，旨在巩固和拓展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
墅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持之以恒有效保护秦岭
这一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根据这一方案，陕西省坚持以西安为重点、
秦岭其他 5市全覆盖的原则，确保秦岭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整治无死角。2019 年 6 月底前，专项整
治后续工作全面完成，乱搭乱建、乱砍滥伐、乱采
乱挖、乱排乱放、乱捕乱猎等问题全面整治到位，
秦岭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加强。2020年底
前，秦岭禁止、限制开发区内矿业权、小水电有序
退出，矿山修复和尾矿库治理有序推进，宗教场
所、旅游景点、农家乐等常态化管理工作全面加
强，秦岭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恢复。

新华社西宁 2 月 13 日电(记者李琳海)近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生态管护员白
玛成了“网红”，他背着饲草料，蹚过冰冷河水
去河对岸给白唇鹿、岩羊等野生动物送草料的
照片在微信朋友圈被多次转发，网友们纷纷为
他的善举点赞。

54 岁的白玛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杂多县扎青乡地青村，玉树地区近日发生大规
模雪灾，全州 1市 5县均遭受不同程度的雪灾。
杂多县属于玉树雪灾受灾重灾区，由于持续低
温天气和积雪覆盖，其县域内的白唇鹿等野生
动物面临无草料来源的困境。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总工程师张德
海和该局生态保护处处长久谢赴玉树杂多
等地就雪灾中野生动物受灾情况进行了实
地调查。久谢说，现在发现死亡的野生动物
全部是冻死或饿死的，已排除了相关疫病
的可能性。政府正通过在野生动物相对密
集的地区投喂饲料等方式让野生动物挺过
难关。

陕西出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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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多措并举

救助野生动物

为引干净风源

杭州将建风廊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岳德亮)杭州市政府近

日印发《杭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
通知》，提出要建设特色风廊，促进大气环境质
量限期达标。

通知指出，根据城市气候专项规划，结合
杭州市夏季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的
特点，将钱塘江、苕溪、西湖、湘湖、金沙湖以
及杭州城市周边山坡地、峡谷以及山隘出口
等地列为“干净”风源，结合当地主导风向、通
风能力、通风潜力，在“干净”风源和城区、工
业区等热中心组团之间研究构建特色的一级
通风廊道，并辅以二级通风廊道和空气引导
通道的可行性，从而调整城市热力结构，缓解
城市热环境。

同时，推进城市气候专项规划、城市通风
廊道设计等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应用。利用高
矮不同的建筑形态带动空气流通，高层建筑物
裙房宜采用梯级式的形态促进地面行人层的空
气流通及建筑物的透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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