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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初现山林间

残奥高山滑雪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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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500天。
张家口赛区的竞赛场馆建得怎么样了？9月15
日，记者到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的古杨树场馆群
施工现场探访。

一场秋雨过后，站在太子山山顶俯瞰，只见
“冰玉环”就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山间，外立面
呈白色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好似两颗珍珠，装饰在“项链”的两端，在苍翠的山
林间熠熠生辉。

“在省委、省政府指导协调下，经过建设者们
夜以继日的奋战，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
滑雪中心日前已顺利完工。”古杨树场馆群场馆建
设单位、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贾
茂亭说。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赛道
对坡度和曲线精度要求极高，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楼三、
四层就像悬空的一样——

精心打磨、精益求精，力
求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

沿着连接古杨树场馆群的空中廊
道“冰玉环”向东漫步，能直接进入国
家冬季两项中心技术楼的二楼平台。
站在此处放眼望去，山谷中的靶场尽
收眼底，蜿蜒的赛道在树木掩映下若
隐若现。

“这栋技术楼地上有四层，赛时将
是运动员、技术官员休息或者出发的场
所。”贾茂亭告诉记者，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赛道主要分布在东西向的山谷中，技
术楼与看台则位于山谷西侧地势较低
的地方。在离赛道最东端只有十几米
远的山上，古长城蜿蜒逶迤。

据介绍，去年年底，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赛道均已
完工。不久前，这两个中心的技术楼、
照明工程等也相继完工。

“张家口赛区系列测试赛将于明年
年初举行。为确保各场馆如期高质量
完工，按照张家口赛区系列测试赛时间
节点，建设者们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分
秒必争。”贾茂亭说，去年，为了确保工
程进度，工人们一直奋战到 12 月底。
今年 3 月复工后，为了抢抓因疫情延误
的工期，各区域同时展开施工，工人们
实行三班倒，施工每天24小时不间断。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项目部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项目现场负责人尉景琦

回忆说，今年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他
从早晨 7 时一直盯到了第二天中午，下
午小憩了一会儿就又上阵了。

除了工期紧，工程设计新颖、施工
难度大，也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

从正面望去，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
术楼整体就像一个“吕”字，在二层楼的
开放式平台上，三、四层楼底端两侧仅
有非常少量的墙体支撑，远看就像悬空
的一样。

尉景琦告诉记者，这种结构不仅能
有效节约建筑空间、增加建筑使用面
积，还有良好的抗震性。比起钢筋混凝
土结构，在施工周期、工程费用、环保等
方面也更具优势。但从另一方面说，也
增加了施工难度。

“传统建筑一般自下而上逐层施
工，但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项目采用钢框
架——中心支撑结构体系，完成地下一
层、首层及中心支撑施工后，首先进行
四层框架梁施工，随后施工桁架层及吊
柱，最后施工‘悬挂’的三层楼面梁。”他
介绍。

无论难度多大，精品意识不能丢，
质量标准不能降。中铁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项目部国
家冬季两项中心项目现场负责人韩刚
说，他们严格执行“样板先行”的原则，
施工前先进行样板施工，样板验收通过
后方进行大面积施工；每道工序都严格
把关，测量无误且经过监理、施工单位
技术施工负责人、现场施工工长、安全
员同步验收后，方可施工。

为满足对赛道坡度和曲线精度的
极高要求，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赛道施工
都是先由国际雪联专家现场踏勘，然后
测量、绘图、施工，再踏勘，再进行修改。

此外，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
野滑雪中心技术楼都没有铺地砖而是

采用了水磨石面层，相对于铺地砖不知
多耗费多少时间。

“虽然瓷砖铺设起来更快更简单，
但水磨石面层更防潮、防水、防尘，与两
个场馆的装饰风格也搭配得更和谐。”
尉景琦说，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们精
心打磨、精益求精，力求每个细节都做
到完美。

两个中心技术楼都采用
中空玻璃幕墙工艺，灯杆施
工过程中力求不移动和破坏
一棵原生树木——

坚持绿色办奥理念，将可
持续性融入场馆建设全过程

9月16日，崇礼刮起了五六级大风，
气温骤降。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技术楼
正处于山间风口位置，外面大风呼啸，
但站在四楼屋内，不仅丝毫感受不到风
势，随着阳光透过玻璃幕墙照进来，还
觉得暖意融融。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
雪中心的技术楼，采用的都是中空玻
璃幕墙工艺。”韩刚介绍，两个中心的
技术楼三、四层在设计时，功能趋向于
作为裁判、技术官员等人员的工作场
所，使用玻璃幕墙可以很好地观察到
赛场的情况。采用中空玻璃幕墙工
艺，能更好满足场馆对于抗风压性、水
密性以及气密性的严格要求，不仅减
少室内冷热量的散失，还能降低空调
负荷，减少能耗。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北京冬奥会
场馆建设原则。采访中记者发现，可持
续性理念已融入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设计、建设全过程。

走在两个中心的技术楼二楼平台，
如果你轻敲一下墙壁，就会听到明显的

“咚咚”声。这并不是表明墙体是空心
的，而是因为外墙装饰使用的是20毫米

厚的 GRC 板（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
在它和墙体之间，还安装了预制装配成
型的钢龙骨以及直接粘贴在墙面上的保
温材料，以起到良好的保温作用。

“外墙装饰 GRC板更能防水，且施
工方便，不像传统外墙装饰需要抹灰，避
免了现场砂灰搅拌造成的污染及材料浪
费。”韩刚说，楼内的内隔墙使用的则是
加气混凝土砌块砖，这种材料具有保温、
隔热、质轻、抗压、施工便捷等优点，且该
材料掺加工业废料粉煤灰作为原料之
一，实现了节能、节地和废物利用。

除了采用绿色设计和施工工艺，施
工过程中始终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充分
实施绿色施工管理。

两个中心的比赛照明工程已顺利完
工。沿着赛道前行，只见旁边一根根白
色的灯杆依次排列。据了解，两个中心
的赛道周边共布设了 150 多根白色灯
杆，仅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赛道周边就有
97根。为了不破坏周围的原生树木，在
设计施工过程中曾数次调整灯杆和赛道
的位置。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灯杆施工
过程中，一棵树都没有被移动和破坏。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赛道不远
处，为节水储水打造的景观湖闪着粼粼
波光。为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古杨树
场馆群建设了雨水、地表水、融雪水收
集系统，汇集而成的湖水将在造雪时派
上大用场。

“统筹赛时需求与赛后利用，两个
中心设置了大量临时建筑，如临时观众
席、采用棚房或集装箱的安保综合区、
运动员综合区等。”贾茂亭表示，这些临
时建筑赛时可以直接装配使用，赛后可
以随时拆卸搬运走，还能回收利用。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传球”“加速”“注意防守”……9月18
日，北京体育大学冰球馆内上演了一场国
字号级别的交流赛。刚组建三年半的河北
女子冰球队以国家女子冰球青年集训队河
北组名义迎战四川组，最终获胜。

河北女子冰球队是我省 18 支冬季项
目运动队之一。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0天
来临之际，分散在各地训练的我省冬季项
目运动队正分秒必争，为登上冬奥赛场努
力拼搏。

河北女子冰球队教练于伟华记得，
2016 年 3 月队伍刚组建时，面对这群从未
接触过冰雪运动的姑娘，他心里其实有些
打鼓。但这几年间，队伍的进步让他感到
越来越踏实——2018 年拿下全国 U16 女
子冰球锦标赛冠军，2019年获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青年甲组亚军，这两年共有 5
人次代表国青队征战世界女子青年冰球锦
标赛甲级 B 组比赛；今年，李千华、高梓晔
入选国家女子冰球队，其余队员则进入国
青集训队河北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队每天大
约上冰训练 4 小时，练完后队员们都已经
非常累了，但李千华、高梓晔往往还要加练
一小时。”于伟华说，在国家队，她们也练得
很主动、很刻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河北女子冰球队今年上半年一直在长
春训练。8月，她们搬进了“新家”——承德冰上运动中心。

“这里有两块质量很好的冰场，训练配套设施也非常好，队员
们都很喜欢，练得更起劲儿了。”于伟华说，河北女子冰球队将继续
刻苦训练，恶补体能短板，并做到体能训练与专项训练相结合，备
战接下来的一系列赛事，力争更多球员能站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

在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河北空中技巧队正紧紧抓
住热天儿的“尾巴”，充分利用每天的高温时间进行水池训练，巩固
今年打磨出的动作，同时苦练体能，为即将到来的雪上训练做准
备。该队教练申帅表示，有信心输送队员登上北京冬奥会赛场，并
取得好成绩。

河北高山滑雪队正在成都融创室内滑雪场进行专项训练。“我
们会继续努力训练，把握好每天的训练时间，一天当做两天用，备
战北京冬奥会。”该队教练张宇欣说。

在吉林市四季越野滑雪场，河北越野滑雪队正在苦练雪上专
项体能，磨合雪上专项技术。该队教练许文龙说：“我们将恶补体
能短板，认真完成基础体能与专项体能结合的训练任务，高效完成
每天的训练，积极备战十四冬和北京冬奥会。”

在大庆市滑冰馆，河北速度滑冰队的冰上专项训练进入又一个
提升阶段。“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我们必须加快步伐，朝十四冬决
赛目标努力，期待站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该队教练田国俊表示。

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冬奥会的
脚步越来越近，接下来的每一个月、每一天甚至每一堂训练课都非
常关键。河北冰雪健儿将继续按照“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
错，一天也耽误不起”的备战要求，争分夺秒进行体能和专项训练，
不断提升竞技实力，力争参赛出彩，为祖国和家乡人民争光。

残奥高山滑雪起源于二战
后欧洲一些下肢残疾军人在康
复锻炼中借助拐杖滑雪的方
式，1976年第一届冬残奥会就
有设项，是目前冬残奥会的6个
大项之一。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高山
滑雪比赛将在北京市延庆赛区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进行，设有
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超
级全能、滑降5个项目，每个项
目又分站姿、坐姿、视力障碍三
个组别，共将产生30枚金牌。

残奥高山滑雪各小项比赛
场地落差各不相同，范围一般
在 140 米至 800 米之间。三个
组别采用相同的滑行路线，一
般滑行顺序为视力障碍组、站
姿组、坐姿组。比赛结束后，各
组别运动员实际比赛成绩乘以
相应的分级系数，才是最终成

绩。其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
属于速度系列项目，通过一次
滑行成绩决出名次；大回转和
回转属于技术系列项目，名次
按两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超
级全能项目名次则按第一轮超
级大回转、第二轮回转项目成
绩相加计算。

残奥高山滑雪比赛各组别
装备有所不同。单下肢运动员
使用单滑雪板加助滑器，或佩
戴假肢使用双滑雪板；截肢或
脊椎损伤截瘫的运动员，使用
坐式滑雪器加助滑器，坐式滑
雪器下面一般安装单只雪板；
视力障碍运动员的比赛，由领
滑员使用对讲机或扬声器引导
配合完成，全盲运动员则需要
佩戴全黑镜片滑雪镜。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整理）

▶图为9月16日拍摄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技术楼。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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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叶娟娟、赵瑞雪）
一场秋雨后，9月16日的崇礼明显降温，
山上五六级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但在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
赛区古杨树场馆群施工现场，工人们依
旧紧张忙碌着。“目前，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已顺利完工，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张家口奥运村正在加
紧建设。”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贾茂亭说。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0天到来之
际，记者从省冬奥办获悉，我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冬奥工作的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精彩、非凡、
卓越”目标，坚持“四个办奥”理念，按照
中央第 24 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的部
署和北京冬奥组委的工作安排，举全省
之力推动冬奥筹办，各项工作均取得积
极成效。

张家口赛区将于2021年1月至3月
间承办 9 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测试赛。为如期高质量完成冬奥
项目建设任务，我省按照张家口赛区系
列测试赛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逐
项目跟踪督办，强化设计、勘察、施工、

监理等各环节监管。同时，对已完工项
目进行“回头看”，抓紧完善相关手续，
依法依规组织验收。

着眼冬奥会赛时需求，不断细化安
保、交通、住宿、餐饮、医疗、志愿者等领
域工作，全面提升赛会服务保障水平。
据了解，我省已印发冬奥安保警力保障
方案，抽调精干警力进驻各场馆；细化
完善张家口赛区整体交通设施及交通
组织方案，编制完成省管高速道路抢险
应急交通保障预案；已建成签约酒店完
成了星级评审，在建签约酒店进行了星
级预评；开展了张家口赛区餐饮服务商
招募和餐饮业厨政、服务人员培训，开
展了医务人员滑雪技能和外语培训；研
究制定赛会志愿者馆校对接方案，向北
京冬奥组委推荐我省 33 所高校作为赛
会志愿者储备来源。

张家口赛区系列测试赛各项筹备
工作也均按计划有序推进。目前 2021
世锦赛报名已完成，按照各参赛国预报
参赛规模统计，共 42 个国家报名参赛，
总计 1697 人。其他 8 项赛事也已完成
了赛事公报编制工作。编制了住宿、交
通、安保、餐饮、医疗、志愿者6个重点领

域测试赛保障方案，赛事所需的机械类
大型体育器材和安全防护器材等正在
履行采购程序。

为扎实做好场馆运行前期工作，我
省先期抽调 73 名属地骨干人员组成张
家口赛区测试赛场馆运行设计团队、属
地竞赛管理协调团队，开展测试赛场馆
运行设计编制、人员计划编制等相关工
作。目前，云顶滑雪公园运行计划已经
完成 3.0 版，古杨树场馆群运行计划完
成 2.0版。正在组建奥运综合调度指挥
中心，建成后将与北京冬奥组委主运行
中心进行对接，形成京张高效联动的指
挥体系。

围绕实现“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
彩”，我省组建了 18 支冬季项目运动
队，涵盖冬奥会 5个大项、13个分项，开
展项目位列全国第三。同时，争取到国
家体育总局在承德御道口、张家口崇
礼、保定涞源，建设冰上项目训练中心，
越野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雪上技
巧等赛道，风洞，综合体能训练中心等
项目。

目前，河北省冰雪联赛正在热烈开
展，通过分区域、多站次、低门槛、易参

与的办赛方式，最大化吸引青少年和社
会冰雪运动爱好者参赛。

该联赛也是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
动会预选赛。为推进冰雪运动向纵深
发展，在去年成功举办河北省首届冰
雪运动会基础上，围绕“2020-2021 雪
季全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达到 2200 万
人”目标，我省正筹办河北省第二届冰
雪 运 动 会 ，高 效 率 建 设 冰 雪 场 馆 设
施。全省规划建设滑冰馆 202 座，截至
9 月 18 日，已竣工 75 座，在建 100 座，今
年年底前将实现市县两级室内公共滑
冰场馆全覆盖。

为建设冰雪产业强省，今年，我省
推动冰雪产业和各地优势产业有机融
合，实施冰雪（体育）产业升级三年行
动计划。其中，张家口市稳步推进高
新区、宣化区两个冰雪产业园建设，建
立了国内第一个冰雪产业大数据指数
平台，建成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80 所、培
训基地 34 家。截至目前，该市累计签
约冰雪产业项目 68 项，落地项目 57
项，总投资 331.73 亿元；开工项目 18
项，投产运营项目 19 项，实现产值 5.61
亿元。

项目加快建设 系列测试赛加紧筹备 冰雪运动向纵深推进

我省冬奥筹办工作进展顺利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为引导更多人参与冬奥、了解
冬奥、支持冬奥，9 月 21 日，由
张家口市冬奥办主办的北京冬
奥会倒计时 500 天——张家口
市“冬奥，我来了”宣传推广活
动启动。启动仪式以网络直播
形式举行。

本次宣传推广活动时间为
9月21日至11月19日，采取“线
上+线下”方式开展，以歌唱冬
奥（奥运）主题音乐作品为主，并
特设冬奥原创歌曲奖鼓励原
创。全国6岁以上、70岁以下人
群均可报名，通过拍摄短视频及

线上线下选拔等方式参与评选。
据介绍，启动仪式后，主办

方将分别举办两场海选、一场
晋级赛、一场总决赛暨颁奖晚
会。为增强活动吸引力，活动
还将采取线上抽奖的方式赠送
2021世锦赛吉祥物“金牛”等特
许商品。

在启动仪式上，张家口市
“冬奥，我来了”宣传推广活动
大使王晓娟演唱了张家口原创
冬奥歌曲《冬奥来了》，尼日利
亚歌手好弟献唱原创歌曲《我
爱中国我爱这里》，滑雪世界冠
军郭丹丹也送上祝福。

张家口市“冬奥，我来了”
宣传推广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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