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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雪橇分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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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可观看冬奥
会竞赛项目知识介绍
片《雪橇》（视频来源：
北京冬奥组委）。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保障定点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正在积极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为冬奥提供高质量医疗保障

张长生的新生意
雪橇是运动员双脚在前仰面躺在雪橇上，通过变

换身体姿势来操控雪橇高速回转滑降的运动。这项运
动起源于瑞士及北欧地区，从1964年第九届冬奥会起
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省体育局奥运事务处三级主任科员高源介绍说，雪
橇比赛与雪车、钢架雪车共用赛道，赛道包括左右转向、
急转弯、S字形以及迷宫式弯道，只是起点不同。雪橇是
一项“勇敢者的游戏”，曾因选手在比赛中出现事故而被

“限速”，如今比赛中雪橇的速度依然可达每小时140公
里或更快，运动员过弯时将承受超过5G的横向离心力。

雪橇的主原料是玻璃纤维和钢铁，每个雪橇都按
照选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身体比例量身打造。雪橇上
没有支撑头部的部分，只有从肩膀到膝盖部位的支
撑。比赛中，运动员可通过配重增加重量，但如果配重
超出规定范围，则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冬奥会单人雪橇比赛，每名运动员可滑行3次，总
成绩排名前20的进入第4轮滑行，以滑行时间总和计
算名次，用时短者获胜。双人雪橇比赛，每名运动员可
滑行两次，以两次时间总和评定名次，用时短者列前。
团体接力比赛由一名男选手、一名女选手以及一对双
人选手组成一个团队，测量第一个选手到最后一个选
手的整体滑行时间，用时最短的团队将获得胜利。

北京冬奥会雪橇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举行，共设男子单人、双人和女子单人、团体接力
4枚金牌。

（采访/整
理 河北日报
记者王伟宏）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成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手，是
杨国柱老人的梦想。

4 月 8 日，收到 2019 年河北
省首届冰雪运动会“大众冰雪之
星”的荣誉证书和奖杯，这名保定
市体育运动学校的退休教师喜上
眉梢，对将来参与北京冬奥会火
炬手选拔的信心更足了。

杨国柱出生在黑龙江哈尔
滨，曾是一名军人，在保定服役期
间还曾在国防体育俱乐部担任伞
塔跳伞和摩托车特技教练。“由于
一直关注和热爱体育事业，2008
年北京奥运会选拔火炬手时，我
报名后有幸被选中去参加培训，
但因为工作原因，没去成。”说起
那次与奥运火炬手的“擦肩而
过”，杨国柱至今引以为憾。

2015 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申
办 2022年冬奥会成功，让杨国柱
的奥运火炬手梦再度燃起。“我要
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朝着成为
冬奥火炬手的目标努力，争取再
被选拔上！”

今年 68岁的杨国柱可谓“资
深”冰雪运动爱好者。上小学时，
他曾是学校速滑队队员，升入初
中后，他又成为校冰球队初中组
的队长。到部队后，杨国柱也一直
背着自己心爱的冰刀。没有滑冰
场地，他就用脸盆泼水自制迷你

“冰场”，练习滑冰技巧。来到保定
后，杨国柱意外发现当时的华北
电力大学和河北大学每年冬天会浇冰，就和大学师生
组队滑冰、打冰球。

2019年，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设立了社会组比
赛，杨国柱决定报名参赛，成为速度滑冰项目年龄最大
的参赛选手。虽然有些根底，但毕竟这些年没怎么正经
练过，参加比赛能行吗？为了“不打酱油”，杨国柱报名成
功后积极进行恢复性训练，着实吃了些苦头。“第一次试
冰时，因为没注意冰缝，我就把冰刀别住了，摔了一跤。”
杨国柱感慨，岁数大了，腿脚僵硬，压不住步子，再不练
练肯定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坚持每天上冰练习两个小时，
恢复、提高得很快。参赛时，他已能熟练地做出急停、双
腿左右急停、左右单腿急停、倒滑等动作，时常赢得观
众掌声。最终，他在社会组男子甲组500米比赛中取得
了第七名的成绩，并获评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大众
冰雪之星”。

此外，在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冰球比赛期间，杨
国柱每天跟着保定市青少年冰球队的小运动员们早出
晚归，义务担任“编外教练”，用自己的经验给他们提供
训练指导。比赛结束后，该队希望他继续担任“编外教
练”，杨国柱爽快地答应了。

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闭幕后，杨国柱仍然一有机
会就去滑冰场练习速滑，其他时间则努力自学电脑和摄
影、视频剪辑技术，制作电子相册和视频，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和别人滑冰的故事，宣传推广冰雪运动。

“退休后个人能支配的时间很多，我要既当业余运
动员，又当义务宣传员，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杨
国柱说，不管能不能成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只要为冬
奥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值得的。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崇礼这个塞外小城，有家“大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以下简

称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一家按三级医院
管理的综合性医院；2019年1月，被指定为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
区医疗保障定点医院；去年申报并获批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运动创伤）项目，今年 3
月26日，该项目被列入国家级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大项目。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运动创伤）项目
建成后，将为北京冬奥会提供有力医疗保
障，还能解决崇礼当地群众看病难问题，并
辐射京津冀晋蒙等周边地区。”北医三院崇
礼院区副院长张晓伟对记者说。

●加快项目建设，院区创
伤中心楼今年8月将投入使用

前几天，一场春雪让崇礼气温骤降，但
位于城区迎宾大道东侧的北医三院崇礼院
区创伤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却一派火热场面，
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内部装修等工作。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改造工程是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运动创伤）项目的一期工程，也
是我省76个冬奥项目之一，创伤中心项目则
是其中的重点项目。”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一
期工程创伤中心项目经理王嘉伟告诉记者。

据介绍，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运动创伤）
项目一期工程建筑面积38079平方米，其中
新建冬奥保障创伤中心16079平方米，重点
设置急诊急救中心、复合 CT手术室、复合
DSA手术室、康复中心、重症监护中心等，将
配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建设一流的信息化系
统，配套可降落直8型直升机的救援设施。

“今年 8 月，创伤中心楼将投入使用，
将为北京冬奥会构建起专业的运动创伤保
障体系。”据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副院长赵奇
侠介绍，为提高救治效率，在崇礼院区创伤
中心建设上，他们做了很多前瞻性考虑，例
如将CT、DSA等大型医疗设备直接配备在
手术室内，相关检查在手术室就能完成。随
着航空救援模式的不断完善，今后，救援飞
机降落停机坪，可以将患者从停机坪直接
送入手术室。

按照北京奥组委对冬奥伤员保障的要
求，雪地医护人员要在 4 分钟内到达受伤
运动员身边，15分钟内把运动员送到可以
提供救治的医院，做好医疗救护。北医三院
崇礼院区是距离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赛
事核心区最近的医院，为冬奥伤员救援提
供了很大便利。

该院区是京冀张医疗合作的成果之

一，由北医三院负责全面运营管理。北医三
院是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唯
一运动员伤病防治中心，同时是北京冬奥
组委指定的医疗定点医院，北京冬奥会北
京赛区、延庆赛区医疗保障工作均由北医
三院负责。去年，该院区积极申报并获批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运动创伤）项目，为做好
冬奥医疗保障工作再添砝码。

4 月 9 日，记者看到，位于迎宾大道西
侧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二期工程中的国际
交流中心、公寓楼、住宅楼等施工现场，也
已经钢筋林立。

二期工程包括医疗、教学、科研等设
施，配套生活保障区（含院士工作站、专家
公寓和人才公寓等）。生活保障区于 2019
年7月29日开工建设，医疗、教学及科研等
设施计划今年开工。

●优化资源配置，多方提
高冬奥医疗保障能力

3 月 10 日至 26 日，来自国家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集训队和障碍追逐集训队的47
名运动员，在北医三院崇礼院区进行了新
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及相关检查。院区及
时为他们出具健康证明，保障了及时复训。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的首要任务是为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有力医
疗保障。鉴于此，他们竭诚为国家冰雪集训
队提供服务，积极参与大型赛事医疗保障，
多方积累医疗保障经验。

刚刚过去的这个雪季，北医三院崇礼
院 区 联 合 总 院 创 伤 专 家 ，全 程 保 障 了
2019-2020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
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云顶站比赛，还与
北京红十字会 999急救中心在太舞滑雪场
联合开展了“红十字与冬奥同行”直升机医

疗救援演练活动。
该院区副院长张晓伟告诉记者，2019

年，他们共参与赛事保障 83 场次，累计派
出医护人员446人次。通过演练和实践，积
累了雪地医疗救援经验，提升了应对滑雪
场突发事件的医疗处置能力。

为高质量完成冬奥医疗服务保障作
务，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努力发挥北医三院
在运动医疗方面的品牌、技术、人才、管理
优势，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该院区设立伊始，北医三院就选派北
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敖英芳教授任
院区院长，还成立了由敖英芳院长任组长、
各分管副院长任副组长的院区冬奥工作领
导小组，确立了“冬奥优先、全员参与、国际
标准”的工作原则，统筹谋划相关工作。

北医三院还派驻学科带头人开展院区
重点科室和部门对口帮扶工作，截至目前
共派出业务科室骨干近百人次，其中具有
高级职称的占 50%以上，帮助开展新技术
20余项。同时，对崇礼院区现有医疗技术和
行政管理团队进行培训，2019年度共开展
全员培训13次、教学示范16次、教学查房2
次、科研查房6次。

去年，该院区建立了急诊运动损伤数据
库，加强运动损伤机制研究。2019年9月，崇
礼院区与解放军总医院联合申报成功2019
年度国家科技部“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承担
了“冬奥会应急医学保障技术与装备研究”
课题项目，并牵头承担“冬奥会应急医学保
障技术综合应用示范”子课题研究，以提高
冬奥会应急保障能力，提升院区科研水平。

●加强学科建设管理，改
善周边群众就医条件

自 2019 年 5 月起，崇礼城乡群众足不

出户就可以挂上北医三院崇礼院区的北京
专家号了。

“北医三院专家开设的运动医学、骨科
专家门诊已累计出诊 17 次，诊疗患者 400
余名。因前期院区关节镜等大型手术设备
配置未到位，不具备开展专家手术条件，北
医三院为崇礼院区开通了运动医学和骨科
转诊绿色通道，截至目前，有5名患者通过
绿色通道转到北医三院总院进行手术治
疗。”张晓伟介绍说。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创建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不仅要服务冬奥会，还致力于为
崇礼当地群众及游客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他们还肩负着
京津冀晋蒙等华北五地 100 至 200 个县级
单位重大群体事件伤、运动创伤等紧急诊
治任务。

为此，该院区按照“大专科、小综合”
的发展定位进行区域医疗中心的学科建
设和管理。张晓伟解释说，“大专科”主要
围绕解决北京冬奥会和体育运动医疗保
障问题，重点建设运动医学、创伤骨科、康
复医学等相关学科，打造国际知名的运动
创伤诊疗中心。“小综合”主要是围绕解决
当地群众看病就医问题，配套建设心内
科、呼吸科等平台科室，提升医院整体医
疗服务水平。

“本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北张家
口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依靠北医三院
运动医学、骨科等重点学科在科研、教学、成
果转化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华北区域乃至全
国创伤医学发展、创伤救治综合医疗服务能
力的提升。”赵奇侠表示，基于崇礼的区位优
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医疗工作的快速
开展，会逐渐改善冀西北地区乃至山西、内
蒙古等省区群众的就医条件。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刚复产就接到了两个订单——日本
的一个滑雪场定了 8 套支架，国内新疆的
一个滑雪场也定了 50套。”4月 13日，终于
有时间坐下来接受记者采访的张长生，话
语之中难掩兴奋。

今年 64岁的张长生，是张家口市宣化
宏达冶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
司”）的创办者、总经理。在严峻复杂的国际
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下，宏达公司的订单
不仅和过去几年一样在春天准时“飘”了过
来，甚至比以往同期略多，怎不令人高兴？

张长生从20多岁就开始钻研机械制造，
2006年带着几名下岗职工创办宏达公司后，
也曾因为没有市场举步维艰。辛苦努力近一
年后，才接到一个可以维持企业发展的订
单。如今，他的生意为什么能这么顺风顺水？

他嘿嘿一笑，说：“因为我们把握住了
冬奥机遇，并且有独家产品。”

2008 年，国内还没有脱挂式索道研发
和生产能力，北京运输机械研究所想在张
家口找家企业为他们生产索道关键部
件——驱动迂回装置，而只有宏达公司具备
生产如此大型设备的能力。双方一拍即合。

当时，脱挂式索道主要面向旅游景
区，市场需求量不大。没想到，此后

特别是 2015 年北京
携 手

张家口申办 2022年冬奥会成功后，国内滑
雪旅游业蓬勃发展，不少滑雪场也开始建
设索道，张长生不经意间坐在了“风口”。
2019年，宏达公司仅索道产品的销售额就
达到了2000多万元。

如果说进入索道市场多少有些“歪打
正着”，那么，宏达公司造雪机旋转支架的
横空出世则是主动创新的结果。

2015 年春，张长生因索道业务来到崇
礼的万龙滑雪场。在与滑雪场领导攀谈中，
他得知，随着滑雪场雪道数量激增，通过造
雪机造雪的工作量和机械成本、人员数量
也在迅猛增加，迫切需要提高造雪效率、降
低成本。

也许说者无心，但张长生却动起了脑
筋。“当时我就想，光崇礼就好几家滑雪场，
国内更是达到几百家。如果我们企业能生
产出相应装备，肯定有市场。”

从崇礼驱车返回时，张长生禁不住思
考。看着路边的电线杆一根根“后退”，他突
然来了灵感：如果把造雪机架到空中，增大单
机造雪覆盖面，不就可以提高造雪效率吗？

回家后，张长生迫不及待地拿出纸笔，
开始进行造雪机旋转支架的研发设计。他
一遍遍画草图，思路一点点清晰起来。经过
十多次推翻设计、废掉百十张图纸后，国内
首台造雪机旋转支架投入试生产，几天后
样品就在宏达公司诞生。

尽管最初的产品功能不多，万龙滑雪场
还是很感兴趣，当年就预订了125台。

这些造雪机旋转

支架投用后，不仅大大增加了造雪机工作覆
盖面，还因为增加了雪花落地时间而提高了
造雪质量，万龙滑雪场很是满意。

有了“活广告”，从 2016 年春天开始，
不仅崇礼其他滑雪场纷纷来采购造雪机旋
转支架，来自东北地区及山西、陕西、新
疆等地滑雪场的订单，也像雪片一样
飞来。

2017年春，宏达公司接到了来
自日本的造雪机旋转支架订单。同
年，多家世界知名的造雪机厂商慕
名向宏达公司伸出了橄榄枝。

2018 年 3 月，来自意大利的天
冰造雪机制造公司和宏达公司合作
参加北京冬奥会相关设备采购招标，一
举中标，宏达公司的造雪机旋转支架正式
得以进入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

这是国内产品首次打入冬奥会赛场，而
且是北京冬奥会滑雪项目赛场上国内唯一
的重型场地装备。延庆赛区建设单位
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到
宏达公司考察，明确告诉张长生，可以
将自己的品牌打在供冬奥设备上。张
长生那个激动啊，简直无以言表。

但他没有停在已有的成绩上睡大
觉。近几年来，张长生又为造雪机旋转支架
陆续加入了遥控、远程控制等功能，并申请
了5项实用新型专利。

截至目前，宏达公司已销售造雪机旋转
支架1500多台，销售额超过6000多万元。

产品卖得好，企业步步高。“30亩的老厂
区早就不够用了，上千万元的产品不得不放
外面。”张长生说，宣化区冰雪产业园给了他
60多亩地，已经建起了新厂房。预计今年9月
份新厂区就能投产，届时生产能力将有很大
提升，企业现有的150人肯定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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