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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
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视频会见
了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蔡奇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向巴
赫主席和国际奥委会给予北京冬奥
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北京冬奥
会开幕在即，习近平主席在北京考
察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
赛工作，还专门听取工作汇报，作出
重要指示，让我们进一步坚定了成
功办奥的信心决心。目前，冬奥筹办
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赛前可
持续发展报告》成功发布，冬奥氛围
日益浓厚。赛前闭环管理体系已启
动，住宿、餐饮和交通保障有力，我们
正着力提升闭环内服务保障水平，
想运动员之所想、办运动员之所需，
努力为运动员提供方便、快捷、精准、
细致的服务，确保良好赛事体验。当
前，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全球快速
传播，希望国际奥委会继续帮助引
导各利益相关方，清醒认识疫情风
险，严格落实防疫手册各项规定，共
同确保闭环内外防疫安全。北京冬
奥组委愿与国际奥委会密切沟通协
调，跑好冬奥筹办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共迎赛会如期开幕并成功举办
的重要历史时刻。
　　巴赫高度肯定北京冬奥会筹办
进展，对北京冬奥组委付出的努力
表示感谢。他说，在疫情不断变化的
巨大压力下，北京冬奥组委采取有
力有效防控措施，闭环管理安全顺
畅，服务保障周到贴心，受到国际社
会高度赞扬。我们对如期安全顺利
办赛充满信心，将带头落实防疫措
施，引导敦促各方来华人员严守防
疫手册规定，与北京冬奥组委密切
合作，共同讲好北京冬奥故事，更好
弘扬奥运精神。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

员会主席胡安·萨马兰奇，北京市和北京冬奥组委领导
张家明、张建东、杨树安、韩子荣参加。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卢星吉)
北京冬奥会雪上竞赛场馆赛道准备工作已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对于赛道上的人工造雪措
施，多位国际知名雪上项目专家表示，人造雪
在世界各地应用广泛，无论是以天然雪还是
人造雪为主建造的赛道，技术性能和安全标
准都是一致的。

造雪是办赛要求，也是办赛惯例

　　“当听说有对于人工造雪的负面评论时，
我感到很惊讶，因为造雪本身就是办赛要求。
况且，即便不是为了办比赛，造雪也是一种现
实需求。”目前正在张家口赛区负责造雪、压
雪、赛道塑型和维护等工作的北京冬奥组委
特聘专家大卫·瑟拉图如是说。
　　“从全球范围来看，超过三分之二的雪场
都装备有造雪设施。”瑟拉图表示，造雪已然
是雪场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当人们准备建
造雪场时，造雪和雪道设计是最需要被优先
考虑之事。”
　　自 1988 年开始参与冬奥会竞赛组织工
作，曾组织过 600 余场国际雪联世界杯比赛
的资深雪上项目竞赛组织专家乔·菲茨杰拉
德说：“北京冬奥会所用的造雪机数量和平

昌、索契以及温哥华冬奥会基本差不多。正如
冰球和花样滑冰场馆需要造冰，雪上项目场
馆亦需要造雪。”
　　“造雪绝不是在‘浪费水’，因为这些
水最终回到了自然界，它们也并没有离开
流域。”曾负责过索契和平昌冬奥会高山
滑雪项目竞赛组织工作、目前是北京冬奥
会 外 籍 特 聘 专 家 的 尼 古 拉·贝 拉 克 林 肯
表示。

历届冬奥赛道雪况大体保持一致

　　国际雪联对不同项目的竞赛雪道都有相
应技术指标，以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无论是采用自然雪还是人造雪，场地建造人
员都需要通过机械和人工操作使赛道满足一
致性要求。
　　“虽然自然雪和人造雪在晶体结构上确
实有差别，但他们都是水的冻结形态，所以
我们总是能把雪道状况呈现得一致。”贝拉
克林肯说，“运动员们在索契、平昌和北京冬
奥会的高山滑雪赛道所面对的雪质都是一
样的。”
　　“对于具体用哪种雪以及如何压雪，国际
雪联没有做相应要求，他们需要的是最终的
一致结果。”贝拉克林肯补充道。
　　由于自然雪中存在较多杂质，需要先
进行清理才能使用。相比之下，人造雪则更

为洁净。“事实上，用人造雪建造雪道，节
约 了 很 多 机 械 和 人 力 成 本 。”瑟 拉 图
表示。

自然雪和人造雪并无安全性区别

　　贝拉克林肯和菲茨杰拉德均提到，竞
赛雪道技术指标的核心在于“密度”。无论
是相对蓬松的自然雪，还是“紧致”一些的
人造雪，最终都要通过大量工作压制到更
高密度，以保证场地平整度在比赛全程不
至 于 发 生 太 大 改 变 ，影 响 公 平 性 和 安
全性。
　　菲茨杰拉德表示，他很难理解为什么
会有人认为以人造雪为主建造的赛道“不
安全”。
　　“据我了解，一些高山滑雪项目对雪道
密度的要求高达 750 千克每立方米。虽然
自然雪的密度大约是 250 千克每立方米，
人造雪大约是 400 千克每立方米，但如果

（在比赛中）摔倒，你始终是摔在同样硬的
雪道上。”
　　贝拉克林肯则指出，高山滑雪之所以
要把雪道变得密度更大更坚硬，也是为
了让运动员更安全地滑行。“（在比赛中）
雪道不应变成滑雪者所谓的‘烂雪’状
态，如果那样的话，运动员在滑行时就容
易卡不住板刃，导致翻滚甚至受伤。”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罗鑫、苏
斌)历届冬奥会中，抵离工作关乎所有涉奥相
关方的入境、出境等一系列服务，涉及面广，
在赛事组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疫情背
景下，赛事抵离工作面临更高要求。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中，这份责任落
到了成立于 2021 年 3 月的北京冬奥组委抵
离中心肩上。“可以说我们每天的心都是悬着
的。”身在与境外涉奥人员“打交道”的前沿，
经过去年冬奥测试赛锻炼队伍、积累经验，抵
离中心主任张良对抵离工作有充分信心：“我
们做好了准备。”

疫情改变了抵离服务内容

　　“抵离工作涉及各相关方进入中国的第
一印象，以及离开中国的最终回忆。”张良说。
　　他表示，常规情况下奥运会抵离部门的职
责就是为涉奥各相关方提供从机场端到住宿
端的抵离服务。但是新冠疫情改变了本届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抵离服务的内容，增加了协调航
班保障和远端疫情防控，把服务延伸到了
境外。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作为国际体育赛事，
参与的人数比较多，尤其这次在新冠疫情的
背景下，整个国际航空运输受到了比较大的
影响。”张良说，“做好北京冬奥会的抵离工作
服务，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需要对航班安排，以及涉奥人员入
境后在机场的健康申报、核酸检测采样、注册
激活和通关通检环节，出机场之后的交通、物

流，以及到了住宿端之后的安检、查验、入住
等等，都进行细致安排。”

  涉奥人员来华以包机和临时

航班为主

　　新冠疫情目前仍在全球蔓延。张良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航班安排方面，涉奥人员
来华采取以包机和临时航班为主、商业航班
作为补充的航班保障方式。
　　“国外的利益相关方来华，如果是愿意自
己组织包机，或者有几方共同联合组织包机，
可以直飞到首都国际机场，就进入闭环了，相
对来说是最方便的。如果人员很少，不太便于
组织包机，我们组织了专门为涉奥人员开通
的临时航班。由一些中外航空公司专门来承
运，像商业航班一样售票，只不过只向涉奥相
关方售票。涉奥相关方购票之后乘坐这些临
时航班到首都国际机场，直接进入闭环。”张
良说。
　　张良说，考虑到包机或者临时航班上都
是涉奥人员，有周密的远端防控措施，飞行过
程中感染的可能性和风险会更小。
　　“对于闭环内的涉奥人员离开中国，我们要
求不乘坐商业航班离境。商业航班是对社会开
放的，涉奥人员是从闭环内乘机离境的，没有完
成 21 天隔离，本着对我国人民和国际旅客负责
任的态度，闭环内人员出境不可以乘坐面向社
会开放的商业航班。”张良说。
　　抵离中心在初期就考虑到境外涉奥人员
的抵离时间与春节以及全国两会时间有所交

叉的问题，经过对国内航班需求以及国际
各利益相关方入境需求进行分析，将首都
国际机场作为涉奥人员的唯一官方入境
口岸。
　　张良介绍说，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
楼 D 区是涉奥国际航班唯一的进港通道，
T3 航站楼 C 区和 E 区的冬奥保障专区是
涉奥人员出港离境的专用通道。“这样更有
利于疫情防控，并且不论是从机场的运行
效率还是从整个人员的转运、通关效率上
来看都会更高一些，资源也会更集中一
些。”
　　张良表示，首都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国内区域和 T3 航站楼 C 区的国内区域，
以及大兴国际机场可以提供国内航班
服务。
　　“不论从流线划分，还是空间安排上，
我们都做了充分准备。虽然有压力，但是相
信我们能够平衡好国内航班和国际航班的
需求。”他说。

  每一个抵离岗位几乎都是

7×24 小时运转

　　去年 10 月至 12 月举行的冬奥测试
赛期间，入出境人员达到 4000 多人。抵离
中心在测试赛期间全程参与，进行了全要
素测试。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测试了航空保障、
机场运行，也测试了从机场端到住宿端的
抵离服务，包括我们的抵离信息系统也都

经受了全要素、全流程的测试。经过测试，
我们发现了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也锻
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张良说。
　　抵离信息系统在测试赛期间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了解，测试赛 4000
多人的抵离信息在系统上进行了反馈，系
统把多方面的数据资源进行收集、整合、
分析。
　　“通过对信息的全面掌握，我们为参赛
人员抵达机场后的一系列服务，包括海关、
边检、地服团队的运行，还有出机场之后的
交通、物流等，做好信息上的准备。”张良说，
所有工作就可以“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自本月 4 日起，部分境外涉奥人员陆
续来华并进入闭环开展工作。张良介绍说，
抵离中心团队也已开始进入各场馆并启动
抵离服务台，为闭环内工作的人员提供周
到细致的抵离服务。
　　“可以说我们每天的心都是悬着的。因
为我们要从各个点位上的抵离人员那里收
集他们在一天当中遇到的问题，每天晚上
都要分析研判，同时不断改进，帮助他们处
理一些应急情况。”
　　“我们的每一个抵离岗位几乎都是 7
×24 小时在运转，随时为分布在世界各地
的涉奥人员提供服务，解决他们在抵离中
遇到的问题。”张良说，由于时差的原因，涉
奥人员在境外值机时可能是中国的深夜，
他们可能在远端值机或者中转机场遇到问
题，抵离中心工作人员会随时待命，为他们
提供服务。

多名国际专家认可：人造雪常用、公平、安全

蔡
奇
视
频
会
见
国
际
奥
委
会
主
席
巴
赫

给冬奥客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和值得回味的记忆
专 访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抵 离 中 心 主 任 张 良

  “注意动作要领。加油！再快点。”在甘
肃白银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教练员付春
山一边盯着计时器一边大声提醒着队员。
  “今年正值越野滑雪项目的冬残奥国家
集训队组队二十周年。这一次能在家门口参

加比赛，队员们都摩拳擦掌，状态饱满，希望
通过最后的冲刺备战，在冬残奥赛场上取得
更大突破。”付春山说。
  本月初，越野滑雪项目的集训队员率先
抵达训练基地并按计划展开训练。据了解，

本届冬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国家集训
队将在甘肃白银这一海拔 1700 多米的亚
高原训练基地完成赛前的最后冲刺训练，
二月中下旬返回北京。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在这个舞台上展

示出中国运动员的最高水平”，第一次参加冬
残奥会的19岁越野滑雪小将黄灵心说。
  ▲图为集训队队员王晨阳（右）和队友
在训练中（1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杜哲宇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迎冬奥 新机遇 向
未来”青年体育国际论坛 16
日在北京新华网媒体创意工
厂举行。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
国青联副主席傅振邦出席
论坛并致辞，北京冬奥组
委、有关国际组织和外国青
年、体育组织负责人、现役
退役运动员代表、体育产业
专家学者、青年志愿者代
表、大学生代表等 70 余人
参加活动。
　　论坛设主旨发言、圆
桌对话等环节，围绕喜迎
北京冬奥开幕、促进冰雪
运动发展、支持青年创新
创 业 等 主 题 展 开 讨 论
交流。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
委员会主席杨扬、北京冬奥
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丽
娜围绕“传承冬奥文化，弘
扬冬奥精神”做主旨发言。
　　杨扬在发言中强调：

“当前世界正面临各种挑战，体育是少数拥
有普遍规则的人类活动，这些普遍规则体现
了公平、尊重和友谊的价值观。越是在艰难
的环境下，人们越需要精神的鼓舞和共同价
值的肯定，而体育正具备了这种力量。”
　　本次论坛由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指导，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主办，冠军基金、
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共青团清华大学委
员会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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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备战战冬冬残残奥奥

　　滑雪成就了他，两届冬奥会冠军的身份也在他竞
选长野市长的选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北京冬奥会
即将到来之际，荻原健司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喜欢
上滑雪，也希望滑雪产业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
　　长野曾举办过 1998 年冬奥会，长野市内的街道上，
不经意间就能看到长野冬奥会的标志。市政府大楼外的标
志就更加醒目，担任市长只有两个多月的荻原健司在这里
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谈及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他
说：“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国民喜欢上滑雪。听说现在中国
建设了很多滑雪场，希望我所钟爱的滑雪产业一定会在中
国兴盛起来。衷心希望值此北京冬奥会大好时机，更多的
人关注冬季体育运动，并且去挑战冬季项目。”
　　 52 岁的荻原健司曾参加过四届冬奥会，他在
1992 年和 1994 年冬奥会上帮助日本北欧两项队赢
得团体冠军。1998 年他作为运动员代表，在长野冬奥
会开幕式上宣誓，并向北欧两项个人金牌发起冲击。
遗憾的是，他只位居第四。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后，
他宣布退役。他后来尽管进入政坛，担任过经济产业
大臣政务官，但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离开体育。他担
任过日本观光厅的体育观光明星，帮助日本推广体育
观光尤其是滑雪观光事业。在竞选长野市长之前，他
还担任过滑雪教练，在北京冬奥会上很有夺冠实力的
渡部晓斗就是他的弟子。
　　“是奥运会培养了我。”从小学开始滑雪的荻原健
司说，“通过这项运动，我体会到，只要努力了就会有收
获。奥运会培养教育了我，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得益
于滑雪运动和奥运会。”
　　尽管不能亲自前往北京观看冬奥会，荻原健司表
示，他会通过电视观看比赛，为日本运动员加油，他希
望弟子渡部晓斗在连续获得两届冬奥会银牌后，能够
在北京站上最高领奖台。他更希望来自长野的运动员，
包括速滑选手小平奈绪和小岛良太等，能够在北京取
得好成绩。这几名运动员目前都在曾举办过 1998 年
冬奥会的速滑馆备战北京冬奥会。
　　“现在我担任市长，不太可能离开长野市。我有机会
将去看看他们训练，冬奥会时也会看电视为他们加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荻原健司曾在北京
住了大约一周，观看了一些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柔道
和摔跤比赛，当然最难忘的是在鸟巢观看了博尔特
赢得百米冠军的精彩瞬间。北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北京是大都会，那些奥运会设施非常了不起，拥
有这么多的一流设施，我想中国国内一定会出现运动
热潮，体育素质会越来越提高，运动强项会越来越多。”
　　荻原健司在长野生活了大约 30 年，经历了冬奥
会给长野带来的巨大变化。他认为竞选长野市长，是对
这个冬奥会举办城市的“报恩”，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
37 万长野市民，希望长野成为一个“更辉煌”的城市。
除非公务繁忙，他每天早上 6 点都通过社交媒体直播
做广播操，希望借此带动市民积极参与健身活动。
　　“这种线上活动某种意义上说，我把它作为一种与
市民之间的交流。我希望让日常运动成为更多市民生
活的一部分，希望把长野建成这样一座城市：让市民感
受到健康，身心健康能够带来幸福幸运。”
　　(记者王子江、杨汀、杨光)据新华社日本长野 1 月
16 日电

相信更多中国人
会喜欢上滑雪

专 访 日 本 长 野 市 长 、

两届冬奥会冠军荻原健司

你不知道的冬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