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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底前，张家口赛区赛事核心区、张家口市主城区将实现5G信号全覆盖——

赋能未来，张家口5G建设加速跑

一个二甲医院的跨越

制图/刘欣瑜

5月8日将近中午，中国联通有限公

司河北分公司施工人员尉文龙熟练地攀

上铁塔，经过近半小时紧张作业，将一台

5G设备安装在了几十米高的塔顶。

“又一个宏基站大功告成了。”尉文

龙说，这是河北联通今年在北京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赛事核心区建设完成的第

260个5G基站。根据规划，该区域今年

底前将实现5G信号全覆盖。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我省76

个冬奥项目之一。目前，以5G为主要

内容的该项目正在张家口赛区加紧推

进。未来，5G通信技术将为“智慧冬奥”

和张家口这座“冬奥之城”赋能。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5 月 7 日下午，G8815 次列车上，在北京
一家摄影工作室工作的曹先生打开笔记本
电脑，用手机作为5G网络热点，开始下载大
小接近6G的视频素材。此时，列车正呼啸着
冲向下花园西黄庄隧道。而列车出隧道不
久，视频就下载完毕，用时才两分钟。

“以前去张家口，火车一进隧道手机就没
信号了。没想到，现在高铁穿行在大山里居然
也有这么快的下载速度。”他惊喜地说。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
去年12月30日开通运营的京张高铁已经实
现5G信号全线连续覆盖，成为全国首条5G
高铁。而延崇高速、张承高速张家口至崇礼段
今年底也有望实现5G信号全线连续覆盖。

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赛事核心区，
5G建设正在抓紧推进。

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
伴，中国联通承担着张家口赛区赛事核心区
的通信网络尤其是 5G 网络建设职责。据河
北联通网络发展部负责人兰克勤介绍，他们
于 2017 年开始着手张家口赛区 5G 建设，组
建了冬奥 5G 建设专业支撑团队，紧密结合
冬奥需求对张家口赛区5G建设进行了全方
位规划。该规划于 2019年底完成，并制定了
详细的路线图。

根据路线图，河北联通2019年已在张家
口市区、崇礼奥运区域、京张高铁沿线等共
建设5G试验站237个，实现了崇礼云顶冬奥
场馆及周边区域的5G全覆盖。2020年，河北

联通将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
司采用接入网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使
用，核心网络独立建设的方式，在赛事核心
区共建共享 519 个 5G 宏基站，累计建设 5G
基站756个、117套5G室内分布系统，实现张
家口市区、崇礼城区及冬奥核心区、冬奥相
关连接道路全部覆盖，实现冬奥 5G 信号全
覆盖。

为了服务好届时进入张家口赛区的各
自用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分公司、河
北电信也在张家口赛区积极部署 5G 建设。
根据相关规划，今年底，移动和电信手机用
户也将在赛区赛事核心区享受到5G信号全
覆盖带来的便利。

据悉，张家口赛区赛事核心区的 5G 网
络，是目前技术最佳、感知最优、效能最高的
5G网络，无论是覆盖面还是下载速度、稳定
性等，都将可圈可点。

与此同时，作为全国首批5G城市之一，
“冬奥之城”张家口的5G建设也正行驶在快
车道。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5G基站617个，
2020年规划建设5G基站千余个，5G信号覆
盖人口达180万，接近张家口市人口的40%。

河北移动提前谋划布局张家口市区热
点区域、交通干线、景区等范围内的网络建
设工作，已建设开通 5G 基站 349余个，完成
了市区热点区域覆盖，以及重要交通枢纽的
连续覆盖。预计到今年底，该公司将在张家
口市主城区实现5G信号的连续覆盖。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通讯员安宁）从张家口铁建交通
有限公司获悉，张家口南综合客
运枢纽、崇礼南客运枢纽、太子城
高铁站客运枢纽等3个主要客运
枢纽日前全部复工建设正在扎实
推进。

张家口南综合客运枢纽、崇
礼南客运枢纽、太子城高铁站客
运枢纽均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张家口南综
合客运枢纽建成后，能满足冬奥
会期间快速交通联系的需求，也
能为群众出行创造更加便利的
交通条件，同时加强张家口市与
京津冀晋蒙的经济社会联系；崇
礼南客运枢纽建成后，将有利于
张家口方向乘客的集散、中转，
满足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多元
化的出行需求；太子城高铁站客
运枢纽是张家口赛区接驳高铁
站的重要配套设施，将与京张高
铁崇礼支线一起形成赛区客运
集散服务中心，有效提高太子城
高铁站及周边赛区、乡镇的交通
通行服务水平。

据了解，作为张家口市首个
综合客运枢纽站，张家口南综合
客运枢纽工程位于京张高铁张家
口站南北两侧，总占地面积约为
26.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8.47
万平方米，能够满足高铁/普铁、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长途客车、公
交车、出租车、旅游大巴、航空大
巴等换乘需求。该工程于 2018
年 8 月开工建设，北广场已于去
年年底达到运营标准，与张家口
站同步投入使用，目前正在进行
工程收尾；南广场正在建设中。

崇礼南客运枢纽工程位于崇
礼城区南侧的头道营村，张崇高
速 连 接 线 与 S231 交 叉 口 东 南
侧。该项目总占地面积70725.7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1454.63 平
方米，包括长途客运站、公交车
站、出租车及社会停车场、游客中
心、商业设施等，枢纽综合楼地下
一层、地上一至两层。该工程于
2018 年 8 月开工，目前地下室混
凝土结构已经完成，外墙的防水
也已施工完成；地上一层混凝土
结构完成 90%，二层混凝土结构
完成 80%，预计 5 月下旬整个主体结构封顶。现二
次结构施工队伍已经进场，钢结构正在加紧施工，幕
墙埋件的埋设均已完成。

太子城高铁站客运枢纽位于崇礼区太子城村，
西侧为太子城高铁站，东侧为站前规划1号路，总占
地面积约为 3.4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
米。该项目共设地下两层，包括地下公交首末站、游
客集散中心、出租车上落客位、社会车辆停车场、商
业配套设施等。目前A区地下二层基础及主体结构
基本完工；B区基础施工全部完成，配电室夹层顶板
施工完成；C区4月份开始土方开挖，正在进行基础
结构施工。

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相结合的运动，起
源于北欧，1924年首届冬奥会就是表演项目，但一
直到1960年冬奥会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92年
冬奥会又加入了女子项目。

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将在位于张家口赛区
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设11枚金牌，其中男
子项目有10公里短距离、20公里个人、12.5公里追
逐、15公里集体出发、4×7.5公里接力，女子项目为
7.5公里短距离、15公里个人、10公里追逐、12.5公里
集体出发、4×6公里接力，另外还有混合接力项目
（女子2×6公里+男子2×7.5公里）。

冬季两项比赛中，运动员需沿着雪道按一定方
向和顺序滑行，每滑行一段距离进行一次射击，用时
最少者获胜。如何在快速滑行后尽快平静身心从而
获得更好的射击成绩，是对参赛运动员的最大考
验。因为如射击脱靶，将会受到一定惩罚。个人赛
中，运动员脱靶一次，最终成绩将被加上一分钟；短
距离赛、追逐赛、集体出发比赛中，运动员每出现一
次脱靶，都必须到临近的罚区滑行150米长的一圈；
接力和混合接力比赛中，每人每轮有3发备用子弹，
仍然不中后，每脱靶一次加罚一圈。动静结合让比
赛过程跌宕起伏，恰恰是冬季两项比赛的魅力所在。

（整理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去年8月，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
借助中国电信搭建的5G网络，通过远程
系统控制平台与张家口市第二医院等医
院同时连接，在京指导当地手术室医生
进行手术操作，完成了京津冀首例5G远
程骨科机器人手术。北京冬奥会举行
时，该项技术可以为有需要的受伤运动
员提供最及时的治疗。

可以预见的是，在 5G 赋能之下，北
京冬奥会将变得更加“智慧”。

“针对北京冬奥会，中国联通提出了
智慧观赛、智慧办赛、智慧参赛三大场景
的十大应用，将在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
张家口赛区同步实现。”河北联通冬奥办
公室负责人张庆杰说。

据介绍，智慧观赛包括 5G+体育赛
事智慧直播、5G+VR 冰雪互动体验；智
慧办赛包括 5G 网联无人机智慧应急系
统、5G+智慧急救、5Gn AIR 采访眼镜、
智能服装、智慧冬奥驾驶舱、5G 冬奥安
全护卫、警保联动POC；智慧参赛则包含
5G+智慧马拉松、5G+AI智慧训练。

“2020-2021 雪季，在张家口举办的
多项‘相约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赛上，
我们就将提供全方位的通信保障，其中
包括 5G 信号覆盖。”张庆杰说，基于 5G
的部分场景应用，将在冬奥会测试赛上
率先亮相。

5 月 10 日，在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

住院的张阿姨迎来了探望的亲属。张阿
姨今年 65岁，因为肺部疾病入院。在医
护人员的建议和指导下，亲属们通过医
院的“5G+云视频监护系统”与张阿姨进
行了交流，避免了接触。

无接触探视只是这套“5G+云视频
监护系统”的功能之一。由河北移动打
造的该系统，是我省第一个“5G+云视频
监护系统”，于今年2月19日在张家口正
式启用，可以实现现场视频护理、远程会
诊、无接触探视等功能。

除了赋能冬奥，5G 也将赋能“冬奥
之城”张家口。张家口市通信发展管理
办公室主任田海泉说，目前，张家口已按
NSA组网方式部署开通5G业务，随着大
区5G核心网的正式开通运行，将陆续开
通 NSA/SA 双网方式运行，以实现全网
的 5G网络特点和功能。5G将全面促进
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张家口各产
业领域的应用落地，催生全新的行业生
态，加速张家口的产业转型，还将提升张
家口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让城市运
转更高效。

“5G 改变生活，这句话我们很快就
能有切身体会。”田海泉说，今年张家口
市主城区实现 5G 信号覆盖后，将以 5G
网络为驱动，陆续实现智慧医疗、5G 直
播、智能家居、智慧校园、智能交通等
5G+应用的落地。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丁中伟最近有些忙碌。
今年 42 岁的丁中伟，现任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崇礼院区医务科副科长。他 2005 年
到崇礼院区工作，绝大部分时间在骨外科，
去年 12 月份任医务科副科长，最近一边要
参与冬奥会应急医学保障技术综合应用示
范课题的研究工作，一边还要兼顾骨外科
的工作。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的前身是张家口市
崇礼区人民医院。丁中伟记得，该院原本只
是个县区级的二甲医院，他刚来的时候，医
院骨外科刚刚成立，诊室设在3楼一个不大
的房间，住院部也只有20来张床位。

“以前我们连粉碎性骨折的手术都做
不了，有这样的病人只能靠牵引保守治
疗。”丁中伟回忆，几年前有位 60多岁的病
人腿部粉碎性骨折，在病床上吊了 6 周牵
引，中间连翻身都不能。因为医院条件差、
技术水平低，多年来，当地百姓往往“小病
小痛不在意，大病就往市区走”。

“我们也很想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只是
学习机会太少了，医院每年只有一两次培
训，有时候因为条件限制还要去市区医院听

课。”丁中伟不无遗憾地说。
没想到，这

一切，因为冬奥会而迅速改变。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

奥会举办权后，崇礼滑雪旅游迅速升温，因
滑雪意外受伤的病例越来越多。“最初只是
周末和节假日有因滑雪受伤的病人，到了
2016 年之后，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往往到晚
上8点也下不了班，再后来更没有了节假日
和非节假日的区别。2017 年医院成立急诊
科后，急诊科每天接诊八九十人，其中百分
之八九十是运动损伤。”丁中伟介绍说。

为提升崇礼的医疗服务水平，满足冬
奥会医疗保障的需要，经过市、区政府与北
医三院多次沟通，2018年 9月，张家口市崇
礼区人民医院由北医三院全面接管，当年
12月正式更为现名。

“北医三院在运动创伤和运动康复等
领域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丁中伟说，
他和同事们做梦都没想到，竟然一夜之间
成了三甲“大医院”的医生。

当然，更多深层次的变化在悄悄发生。
去年，丁中伟光在本院参加的培训就达 13
次。“很多培训是来自首都的国家级医学专
家教学，这在过去对我们来说简直想都不
敢想。”他感慨道。

为更好地服务患者，崇礼院区还先后
开设了运动医学和骨科特需门诊，由北医
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崇礼院
区副院长杨渝平等定期出诊，丁中伟得以

跟班学习。

他记得，大概是去年七八月份吧，门诊来
了一位60多岁的女患者，得的是轻度椎间盘
突出合并腰肌劳损，自述看了好多家医院都
没有明显好转，听说北京的专家坐诊，就来碰
碰运气。杨院长不是只了解病情后简单开药，
而是结合患者的生活习惯，告诉她这个病
是怎么得的，应该怎么去矫正、康复，而
且教给她康复的动作。两个月后，这名
患者来复诊，病情已经减轻了好多。

“通过跟班学习，感觉眼界真是
开阔了不少。希望这样的机会越来
越多，我们自身也要更加努力。”丁
中伟深有感触地说。

让他感到时不我待的是院区
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2019年 1
月，北医三院崇礼院区被指定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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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区
申报并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运动
创伤）项目，今年3月该项目又被列入国
家级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项目，将来从头
到脚的运动损伤都能医治。

“我们不仅要服务冬奥会，还将肩负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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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中伟介绍说，为此，院区各方面建
设都在提速，比如关节镜等大型手术设备
已配置到位，预计从6月份起关节镜等一些
大型手术也将由专家坐诊。

今年，院区计划招聘87人，报名人数达

到 400 多
人。“我们可以
优中选优，引进储备
更多高层次人才。”丁中伟对院
区的未来满怀期待。

扫码可观看冬奥会竞
赛项目知识介绍片《冬季
两项》（视频来源：北京冬
奥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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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推进5G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