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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
携手张家口，奉献了令世人赞叹的奥运盛会。
　　三个赛区、两座城市、一个标准、同样精彩，
努力交出冬奥筹办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份优异答
卷———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奥林匹克运动、
残奥运动普及发展贡献新智慧、提供新方案、树
立新标杆。
　　盛会圆满落幕，奥林匹克之火却仍然在 14
亿中国人民心中，也在全世界向往团结、平等、
友爱的人们心中燃烧。京张大地与奥林匹克精
神的情缘将长久延续。

冰雪运动更火热

　　 13 日晚，北京冬残奥会主火炬在“鸟巢”
缓缓熄灭，100 多公里外，延庆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依然灯火通明——— 完成赛事保障的工作人
员立即投入赛后开园筹备。“五一”前后，“雪飞
燕”将开门迎客。
　　“雪花”的故事在温暖中永恒，冬奥遗产继
续“发光发热”。
　　延庆和张家口赛区依托雪上场馆打造“全
季、全时、全域”的冰雪娱乐中心、山地度假区和
避暑旅游胜地；首钢园赛后将以“北京冬季奥林
匹克公园”的身份陪伴北京市民，使“双奥之城”
北京拥有“双奥公园”……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
言人严家蓉表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场
馆正紧张筹备开放，服务大众蓝图清晰可见。
　　在本届冬奥会、冬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金
牌数、奖牌数均创造历史新高，中国冰雪事业发
展站上新高点。武大靖、苏翊鸣、武中伟、张梦秋
等运动员奋勇摘金的“名场面”深入人心，赛后全
民健身热潮即将到来。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
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 3.46 亿。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表示，中国已成为冰雪运动大国。
　　冬奥盛会闭幕后，北京、黑龙江、湖北、新疆
等多地滑雪场加紧提质改造。中国旅游研究院
发布研究显示，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冰雪休闲
旅游人数将超过 5 亿人次，收入将超过 1.1 万
亿元。

创新动力更强劲

　　 62 岁的李光全是中国首批高山滑雪运动
员，在本届冬奥会圆满完成国内第一条“冰状
雪”赛道保障任务。
　　“以前我们穿着秋衣、自制的皮雪鞋、用复
合板做的雪板在国外参赛。现在，中国健儿在
顶级赛道上，使用国产高新装备奋勇拼搏，这是
我们老一代冰雪人不敢想象的。”李光全说。
　　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冰技术，助力运动健儿
在国家速滑馆 13 次刷新奥运纪录、1 次打破世
界纪录——— 冰面平整、制冷均匀，滑起来如“丝
般顺滑”。
　　赛场之外，火炬传递活动中，火炬在大风、
低温环境稳定燃烧，机器人完成水下火炬传递，
打造“永不熄灭的火炬”。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祝学华介绍，
通过组织实施“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围绕场馆、
运行、指挥、安保、医疗、天气等关键场景，国内
500 多家单位，超过 1 万名科研人员参与研发
200 多项技术成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高质量办赛和高水平参赛提供有力支撑。
　　圆满完成冰雪之约，展现出我国自主创新
的能力和底气，也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了
重要驱动力。国产高钒密闭索在国家速滑馆首
次应用，逐渐成为国内多个新建体育馆建设“标
配”；北京冬奥会示范使用的氢燃料公交车稳定
运行、经受检验，即将在北京街头规模投用……
冬奥科技创新成果已经产生“溢出效应”。

文化交融更深入

　　张家口冬奥村的“文化中国”展厅，包含冬
奥故事、非遗长廊、传统民居、特色戏台等多个
板块，让来自世界各国（地区）的运动员、官员领
略燕赵风情，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村’里就能体验中国文化是一次非常

棒的经历，这里的蔚县剪纸和我见过的所有剪
纸艺术都不一样，非常有趣。”美国选手奥克萨
娜·马斯特斯说。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雪如意”、首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雪游龙”……这些冬奥场馆承载着中
国元素，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更是中国文化走向
世界的见证。
　　北京与张家口山同脉、水同源，历史文化源
远流长、一脉相承。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以北
京和张家口奥运场馆所在区县为核心，辐射北
京石景山、昌平、延庆等 7 个市辖区和张家口
全域范围，区域内拥有 25 个奥运场馆、21 个大
众滑雪场等丰富的体育文化旅游资源。
　　如今，这条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正加速推
进：延庆着力打通“冬奥”“世园”“长城”三张“金
名片”，张家口市将积极谋划储备项目，重点实
施一批生态环境、体育文化旅游和公共服务水
平能级提升工程。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进河北省委主委张妹芝建议，把握“后冬奥时
代”发展契机，发挥京冀两地冰雪、文化、生态资
源优势，共同培育冬奥冰雪之旅、长城古道之旅
等精品旅游线路；建立以冰雪体育为基础、以文
化为内涵、以旅游为主体、以融合为手段的跨地
域、跨领域综合性产业发展带。

协同发展更有力

　　以冬奥盛会为契机，京张两地努力作答冬
奥筹办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份答卷，协同发展迈
向更高水平。
　　过往百年，从塞外进京的铁路之效率一直
被冰雪和大山所阻滞。以冬奥为契机，京张高
铁正式运营，将张家口、崇礼、延庆和北京城区
串成一线，小城崇礼进入首都一小时通勤圈。
太舞滑雪小镇董事长齐宏说：“举办冬奥、坐上
高铁，崇礼人曾经的梦想现在都实现了。”
　　张家口市所在的坝上地区地域辽阔，拥有
优质风能和太阳能。“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
这个中国故事最终被冬奥“点题”。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冬奥办副主任雷为
民介绍，在以往的奥运会中，场馆清洁能源的使
用已有所体现，但北京办奥“更胜一筹”。“2019
年 1 月起，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开始输送

至北京各场馆，赛时赛区内绿色电力使用率
达 100%。未来，冀北地区每年还要向首都
输电，提供北京年用电负荷的 20% 左右。”
他说。
　　曾经的崇礼被当地人形容“全城一条路，
没有红绿灯”，医疗基础薄弱。时任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的敖英芳，带
领北医三院团队与当地医务人员整合，北医
三院崇礼院区由此挂牌成立。
　　赛时，崇礼院区闭环内 140 余人圆满完
成保障任务，得到中外运动员、官员和患者的
高度认可。
　　“我们历时三年多将崇礼院区打造成三
级医院，成为张家口赛区第一转诊救治医院，
同时成为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敖英芳
说，“我们将为后冬奥时代的国家冰雪运动战
略规划、京张地区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保驾
护航。”

残健融合更密切

　　从 30% 参演人员为残疾人的冬残奥会
开幕式，到无障碍设施让各流线顺畅衔接的
冬残奥村、场馆，无障碍理念进一步得到提
升，温暖撒播京冀两地。
　　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运动员更衣
室、无障碍坡道等设施设计十分周到，引来世
界冰壶联合会主席凯特·凯斯尼斯的夸赞：

“这里是我经历过的历届冬奥会中最棒的冰
壶场馆。”
　　赛场之外，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
中心气膜式冰壶冰球运动馆开展面向残疾人
群体的体验。“这场地真是太棒了！真冰就是
爽！”前来体验的刘素玲兴奋地说，旱地冰壶
无论在重量和质感上都无法和专业场地比，
在真冰上体验太开心了。
　　作为北京市无障碍环境监督员，杜鹏在
赛会筹办期间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体验
和勘查无障碍设施。“不断完善的无障碍设
施，不仅为冬奥、冬残奥保驾护航，也为我们
残障人士的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他说。
　　为履行东道主承诺，北京市、河北省联合
印发《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
指南》。在北京，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专项行
动累计整治整改点位 33.6 万个；在张家口，

改造盲道超 358 千米，设置公共场馆无障碍
座席 148 个，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基础。
　　严家蓉表示，赛会是短期的，但推动城市
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是长期的。不断加快的无
障碍环境建设，将为“残健融合”搭起一座坚
实的桥梁，让更多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进一
步唤起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关心关爱，推动
社会全面进步。

奥运精神更绚丽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铸就一幕幕新的
奥林匹克经典瞬间，也让奥林匹克精神浸润
京张每一寸土地。
　　 14 年前，借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东
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建设了世界首个
奥林匹克社区。14 年后，随着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成功举办，东四街道建成世界上唯
一一个“双奥社区”。
　　迷你马拉松胡同跑、冬奥知识大讲堂、冬
奥项目体验、冬奥知识比赛……这些社区经常
举办的特色活动滋养着每一位“东四人”。
4800 平方米的东四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
心以及占地约 10800 平方米的奥林匹克社区
公园，让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持续不断。
　　志愿者的微笑是本届赛事的“金名片”，
更是中国的“金名片”，无数志愿者辛勤的服
务，不仅得到中外运动员的点赞，更将爱的力
量传递给更多人。“燃烧的雪花”让志愿精神
在京张大地熠熠生辉。
　　“冬残奥村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
小伙伴们经常分享来自各代表团的问候、点
赞和感谢信。”来自河北大学的张慧娜在张家
口赛区冬残奥村进行志愿服务。她说：“冬残
奥村里的美好瞬间有太多太多，想起来都是
满满的幸福感。”
　　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
委员侯琨，用 8 年时间走遍世界上举办过冬
奥会、夏奥会、青奥会的 47 座城市。“通过举
办冬奥会、冬残奥会，将有越来越多奥运精神
的传递者、奥运文化的守护者让奥运精神走
入寻常百姓家，推动奥林匹克、中华精神和人
类共同价值观实现深度共鸣。”侯琨说。
　　这种共鸣，既是北京携手张家口，与奥运
激情相拥擦出的动人火花，也是京张大地在

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与奥
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新格言
高度契合的精彩协奏。
　　这里将是一个“更快”的区域：京津冀“一
小时生活圈”逐渐形成，坐着高铁去滑雪，已
经成为一种“时尚”；北京“两区”建设跑出“加
速度”；大兴机场、高速路网运营建设加速推
进；“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奔跑，协同发展脉
搏同步跳动……
　　这里将是一个“更高”的区域：北京建设
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面起航；北京-延庆-崇
礼的冰雪产业结构日渐清晰，冰雪运动覆盖
面进一步扩大；张北-雄安 1000 千伏特高压
交流工程投运，将为实现雄安新区 100% 清
洁 能 源 供 电、服 务 千 年 大 计 提 供 坚 强 支
撑……
　　这里将是一个“更强”的区域：北京将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提
供战略支撑；未来，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将给
予奥林匹克运动更大助力；三个赛区赛后奥
运场馆运营管理中，将融入更多中国元素，培
育百年京张文化品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
　　这里将是一个“更团结”的区域：《京津冀
协同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提出 8 个方面
39 项重点任务，推动协同发展落地见效；三
地依靠改革创新增动力，加快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北京新

“两翼”———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不断取得新进展、展现新形象；越来越多的国
际友人在京津冀区域生活工作，中西方文化
在此汇聚交融，“朋友圈”不断扩大……
　　 2014 年通过的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核心内容就是降低奥运会申办
和运行成本、做好可持续发展、提高公信力、
注重人文关怀。“作为首届全过程践行《议程》
的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给未来奥运会立下新
标杆。”巴赫说。
　　冬去春来，生机勃发。蓝图已展开，一起
向未来。京张大地这片热土将在奥林匹克精
神的见证下，谱写新时代区域协同发展的绚
丽华章。
 （记者李德欣、曹国厂、张骁、邰思聪、杨帆、
郭雅茹、张漫子）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祁连山下的甘肃省山丹马场已有 2000 多年的
历史。27 岁的山丹小伙院浩，梦想着要让曾经驰骋
疆场的山丹马，成为现代马术赛场上的耀眼明星。
　　“目前马术比赛的竞赛用马以进口马为主，
我想把山丹马带到世界舞台上，真正地比一
场。”院浩说。
　　山丹马场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良马繁
育至今仍是其主业。这里特产的山丹马个头中
等、体质结实、耐力强，曾长期作为军马使用。
　　院浩的祖辈父辈都是山丹马场职工，他从
小在马背上长大，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
与马有关。
　　 2017 年大学毕业后，院浩应聘到江苏省一
家马术俱乐部担任教练。在教学中，他接触到
不同种类的马，学到许多关于骑马和养马的科
学知识。他认识到，比起“鞭打式”驯服，“鼓励
式”陪伴更容易让马熟悉动作指令。
　　“马术的关键在于培养人与马的默契，实现

人马合一。脚尖在马肚轻轻一点，就能让马儿
知道它要做什么。”院浩说。
　　对马术了解得越多，院浩就越觉得山丹马
大有潜力。院浩介绍，山丹马属于温血马，适宜
调教，跳跃能力强，适合于盛装舞步、障碍跳跃
等项目。山丹马也更有“耐性”，一次的调教时
间可达 4 小时，远远超过其他马。
　　 2018 年 9 月，院浩回到了山丹马场。入职
后，骏马“丹丹”成为他的新朋友。
　　闲暇时，院浩每天来到马圈和“丹丹”交流，
抚摸它，给它喂食、洗澡刷毛，牵着它去草原上
散步。相互熟悉的时间花了大半年。
　　山丹马场的海拔在 2420 米至 4933 米之
间，高寒的露天环境限制了训练活动。当地又
没有室内马场，院浩只好自制训练器材。他搬
来草捆当固定桩，中间架一根 PVC 管作为障碍
杆。但 PVC 管容易踩碎，为防止伤到马，他仍
在寻找更合适的材料。
　　与“丹丹”的配合并不容易。有一回，在 60
厘米高的障碍跨越训练中，院浩从马上摔下来
5 次，“丹丹”也不敢再跳。他便带着它绕着障
碍杆跑以缓解情绪。

　　“马儿通人性，它把人摔了后，知道自己
犯了错，会害怕。因此我们不能发脾气，要有
耐心。”院浩说。
　　受院浩的影响，同事文君也改变了驯马方
式。文君本已习惯按祖辈传授的经验骑马，但
这种以轻柔动作带动马儿奔驰的方法，激发了
他的兴趣。“人和马的配合更默契了。”他说。
　　山丹马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丹马场现
已逐步引进阿拉伯马、英纯血马、顿河马等优
良马种，对山丹马进行杂交改良繁育，以期在
耐力的基础上增强速度等，为未来培育赛马
奠定更好的基础。
　　目前“丹丹”的累计学时已超过 6 个月，
它的稳定性越来越高，对指令的分辨力也变
得更加清晰。院浩时刻关注着中国马术协会
发布的信息，一方面完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
查看比赛通知。
　　天气暖和的时候，院浩会带着“丹丹”在
草原散步，为新一年的训练做热身准备。看
着越来越默契的“搭档”，他觉得自己离梦想
更近了一步。   （记者何问、张玉洁）
        新华社兰州 3 月 16 日电

现代马术梦点亮古老军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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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南宁电（记者覃星星）每天
清晨，在一片鸟语花香中，广西天等县丽
川河边的健身步道人来人往，许多群众
在优美风景中快步走，以此强身健体。
不远处，广场上设计新颖的健身器材免
费向群众开放，每天都有大量不同年龄、
不同行业的人们在此健身。
　　天等县是典型的大石山区，“天等”的
壮语意为“石头耸立的地方”。近年来，天
等县建立健全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积极建
设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不断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天等县文化旅游和体育广电局局长
赵莉芳介绍，为给群众体育提供科学指
导，当地社会体育组织机构逐步健全。
天等县篮球协会、乒乓球协会、足球协会
等先后成立，此举让更多体育爱好者有
了更高、更好的平台，推动全民健身工作
健康发展。此外当地连续 4 年举办体
育节活动，成功举办气排球裁判员、青少
年篮球、太极拳等系列体育技能培训班。
　　天等县天等镇大隆村龙密屯是一个
只有 140 多户人家的村庄，因为有众多
乒乓球运动爱好者，这里被誉为“乒乓球
村”。在这里，无论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打起乒乓球来都

像模像样。农闲之余，许多村民吃过晚
饭后都会到乒乓球馆里切磋球技。
　 天等镇党委书记冯新吉介绍，从第
一代的木板球台，到第二代简易水泥球
台，再到如今的乒乓球馆和专业球桌，乒
乓球给龙密屯的乡亲们带来了欢乐，也
吸引中小学生加入进来。
　　龙密屯是天等县群众体育发展的
一个缩影。在这个大石山区县份，体育
基础建设不断夯实，越来越多的人享受
到了体育发展的成果。数据显示，当地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到 2.76 平方米
以上，有篮球训练馆（棚）6 个，县城足
球场地面积达到 5608 平方米，建成屯
级篮球场 974 个。节假日，不少青少年
在乡村篮球场上练习投篮，加油呐喊声
此起彼伏。
　　赵莉芳介绍，天等县深入实施全民
健身战略，2021 年 9 月荣获国家体育
总局“2017-2020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称号，下一步天等县将谋划建设
体育公园、牛头岭风车山地公园健身步
道、都康田园景区健身步道、天等县全民
健身中心等一批体育基础设施，进一步
满足群众体育健身的需求，助力群众体
育迈上新台阶。

▲这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在八达岭长城传递（2022 年 2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