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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赛区加快推进场馆化
积极做好测试活动准备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北京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将于今年2月举办雪上项
目测试活动。面对疫情影响，张家口市、
赛区竞赛场馆（群）运行团队在相约北京
系列冬季体育赛事组委会有力指导和省
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目标不变、
标准不降、主动作为，加快推进场馆化，
积极做好测试活动准备工作。

分析研判形势，重新逐场
馆研究测试矩阵

在凛冽的山风中，爬到半山腰核对
测试活动所需的物资清单……入驻几个
月来，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群）运行团
队经常面临着繁重任务与严寒天气的双
重考验。

作为场馆运行工作的主体，运行团
队将在赛时承担一线运行指挥、竞赛组
织、赛时服务、运行保障、资源调配等综
合任务。北京冬奥会计划使用 12 个竞
赛场馆，根据场馆空间范围和运行特点，
共组建了9个竞赛场馆(群)运行团队，其
中张家口赛区 2 个（云顶滑雪公园运行
团队和古杨树场馆群运行团队）。

去年 10月，云顶滑雪公园和古杨树
场馆群迎来了运行团队入驻，是最早迎
来运行团队入驻的场馆（群）之一。运行
团队入驻后立即投身工作，梳理重点任
务，完善规章制度。去年 11月 9日至 13
日，两个场馆（群）的四个竞赛场馆接受
了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认证考察，
顺利完成场地认证考察任务，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获得联合会成员高度评价。

为聚好人才、建好团队，两个场馆
（群）运行团队根据各自场馆特点，在“一
馆一策”的原则下充分吸纳人才。云顶
滑雪公园经过十余年的市场化经营，已
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运行团队，人员
队伍较为稳定，岗位设置较为齐全，还储
备了长期合作的服务商资源，场馆业主
团队力量可最大程度地吸纳到场馆运行
团队中。古杨树场馆群为新建，结合跳

台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北欧两项
赛事特点，深度整合省内外多方资源，广
开渠道，优选人才。目前，两个场馆（群）
运行团队已分别到位82人、105人，后续
将按照工作需要，及时抽调属地人员。

场馆（群）运行团队要经历测试活动、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个阶段的考验。受
疫情影响，测试赛调整为测试活动，要想
通过有限的赛事来检验场馆设施、锻炼运
行团队、摸清办赛规律、磨合工作机制，达
成既定测试目标，难度反而增大。

每周召开场馆（群）运行团队主任办
公会进行工作调度，制定场馆运行管理
相关制度，编制赛时运行设计，完善疫情
防控措施；推动场地造雪、设备调试、临
建设施改造等，在张家口赛区，场馆（群）
运行团队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基础性工
作开展。

场馆运行计划编制水平将直接决定
赛时场馆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水平。前
期，云顶滑雪公园和古杨树场馆群都已
初步完成测试赛的运行设计。在测试赛
调整为测试活动后，各运行团队分析研
判形势，重新逐场馆研究测试矩阵。

各业务领域主要任务、运行方案等

在时间层面进行整合并进行现场检验，
提前做好天气等因素影响下的赛程变更
及相应的处置预案……工作过程中，运
行团队正一步步熟悉场馆、深化认识、历
练队伍，为冬奥会赛时运行打好基础。

克服疫情影响，扎实有序
推进测试活动准备工作

除了 2 个场馆（群）运行团队，张家
口赛区还有 2 个外围保障运行团队（城
市运行指挥部和场馆外围保障团队）、1
个综合协调团队（组委会办公室），共同
构建起赛时运行指挥体系，扎实有序推
进测试活动各项准备工作。

据介绍，2个外围保障运行团队已经
组建完成。明确了场馆外围保障范围，
以实现场馆内外深度融合、密切衔接；编
制了《张家口赛区市政公用设施保障工
作方案》《系列测试活动张家口赛区城市
运行保障工作方案》，为外围保障工作提
供全方位支撑。按照全赛事、全过程、全
位置、全人员、全任务、全保障的“六全”
标准，测试活动前将开展四五次桌面推
演、2次实战演练和1次着装彩排。

目前，封闭状态下的赛会服务保障
方案已编制完成。测试活动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赛事疫情防控工作指南、赛事疫
情监测方案、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均已
完成。赛时场馆内各类人员将全部实行
闭环管理，以为赛事运行提供安全可靠
的保障。餐饮、住宿、交通、安保、医疗、
志愿者等主要保障领域，均按照有关要
求制定了日运行计划。

竞赛组织方面，包括一般体育器材、
机械类大型体育器材和安全防护器材，
已按照北京冬奥组委采购计划全部完成
采购并均已到位。近年来，张家口市大
力推进“体育之城”建设，启动“111N”冰
雪运动培训体系，举办了一系列国际高
端赛事，培养储备了 500 余名属地裁
判。测试活动国内技术官员将选派该市
属地裁判263名。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扎实开展。按照
“全面提升赛区环境质量和水平”的要
求，以太子城及周边区域为重点，统筹市
域全域，赛区开展了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明确了建设标准和12项重点任务，全面
推进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工作，环境质
量和水平日益提升。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
宏）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我
省已组建起一支900余人的业
务精湛、结构合理的北京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医疗卫生保障
团队，目前正在根据疫情防控
需要及北京冬奥组委最新要
求调整完善。

省卫生健康委统筹开展
医疗业务领域冬奥筹办工作，
按照组建一支稳定的医疗卫
生保障团队、培养一批会滑雪
的医疗卫生保障人员、建设一
支高水平的省级卫生应急专
家队伍、制定一套全岗位工作
标准和无缝衔接工作流程、深
化一批京冀张医疗合作项目
的“五个一”标准，有力有序推
进张家口赛区医疗卫生保障
各项筹办工作。

目前，张家口赛区医疗卫
生保障工作标准和保障方案已
修订到第三版，并组织专家进
行了论证完善。完成冬奥卫生
应急体系建设，组建由紧急医
学救援、传染病防控、心理援助
等专业 50 名专家组成的冬奥
会省级卫生应急专家队和 50
名专家预备队，按计划完成了

携行装备、医疗救援设备的采
购和队伍建设。为不断提升医
务人员冬奥保障能力，我省还
持续开展医务人员滑雪、通用
知识、英语等相关技能培训，开
展赛事实战保障，组织冬奥定
点医院及我省冬奥滑雪医疗保
障梦之队队员参与雪上赛事医
疗保障工作。

积极推进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项目，目前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崇礼院区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运动创伤）项目一
期工程已投入使用。大力实施
对口支援和“春雨工程”，安排
13 所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张家
口市 22所县级医院，向 183所
乡镇卫生院分别派驻1名二级
以上医院医师开展对口帮扶。

接下来，省卫健委将继续
指导张家口市做好冬奥测试
活动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持续
深化京冀张医疗卫生合作，不
断提升我省和张家口市冬奥
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持续开展
医疗保障人员滑雪技能等培
训，努力打造一支滑雪好、技
术 强 、外 语 精 的 医 疗 保 障
队伍。

赛区医疗卫生保障团队组建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起”“起”“起”……1 月 18 日上午，
在崇礼高原（国家综合）训练基地的训练
场上，随着教练员申帅的提示声，省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队队员们排着队，一遍
遍完成着直体后空翻动作。蔚蓝的天
空，映衬出一个个矫健的身影。

当时是该队的专项训练时间，因为
风力较大，申帅决定降低难度，让队员们
进行一些较为简单的直体后空翻动作。

据了解，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去年 11 月 5 日从秦皇岛转至崇礼训练。
申帅说，根据部分赛事取消或推迟的实
际情况，队伍及时调整了训练计划，尽最
大努力保证训练质量。同时，定期进行
队内模拟比赛，以缓解长期定点训练给
运动员带来的心理疲劳感，并帮他们保
持比赛状态。

“我的目标是登上北京冬奥会赛

场。”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队员刘宣
赤很有信心地表示，虽然现在缺少比赛
机会，但她会在训练中更加努力，以实现
自己的梦想。

目前，我省 18支冬季项目专业运动
队正分散在省内外12个训练点训练。其
中，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省女子冰
球队、省短道速滑队等9支运动队分别在
崇礼高原（国家综合）训练基地、承德御
道口国家雪上训练基地、馆陶县滑冰馆、
承德市冰上运动中心及河北奥体中心驻
训；省单板滑雪队、省速度滑冰队等9支
运动队，则分别在吉林、黑龙江哈尔滨等
外省市的滑雪场或冰上基地进行训练。

此外，我省还有部分运动员跟随各
自所在的国家集训队训练，全力备战北
京冬奥会。其中，仅在北京延庆进行训
练的就有 3 名运动员，分别是国家雪车
队的李纯键、国家钢架雪车队的殷正和
国家高山滑雪队的田雅晓。在天津蓟县

体育训练基地备战的国家女子冰球集训
队中，也有两名我省运动员，分别是李千
华和高梓晔。

“起步晚促使我加倍努力训练，我相
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李千华说。她和
高梓晔都是省女子冰球队组建时，以跨
界跨项选材方式进队的。实现“弯道超
车”进入国家集训队后，她们苦练技战
术，力争登上北京冬奥会赛场。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冬
季项目坚持“参与、参训、参赛、摘牌、夺
金”的总体部署，按照“一刻也不能停、一
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工作要
求，多措并举、创新方法、恶补短板，全力
以赴做好备战工作，力争在北京冬奥会
上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1 月 19 日，在崇礼翠云山银河滑雪
场的雪道上，几名运动员次第从出发台
跃出，疾驰而下，连续穿越三角旗门，滑
向终点，身后腾起团团雪雾。

这是省残疾人单板滑雪队正在进行
日常训练。教练孔祥瑞介绍，来到翠云
山银河滑雪场的两个多月里，队员们每
天都要进行两次这样的专项训练，同时
紧抓体能训练，努力提升竞技水平。

为实现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参赛出彩
的目标，我省从2016年开始陆续组建了6
支冬残奥项目运动队，覆盖了残奥高山滑
雪、残奥冬季两项、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单
板滑雪、残奥冰球、轮椅冰壶等冬残奥会
所有大项。目前，6支队伍分别在张家口、
承德、哈尔滨等地争分夺秒地备战。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 年以
来，我省共有 86 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
了冬残奥项目国际比赛，取得了34金22
银6铜的好成绩。目前，有39名运动员在
国家集训队训练，人数位居全国第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省备战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各支运动队严密布
防，努力做到防疫、训练两不误。省体育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东表示，
该中心要求 18 支运动队严格执行省体
育局的防疫要求，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各
自防疫方案，确保队伍安心训练。今年
以来，该中心已对全体运动员进行了两
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我省冬季项目和冬残奥项目教练员运动员

为参赛出彩争分夺秒

一名滑雪
爱好者在位于
张家口崇礼的
云顶滑雪公园
滑雪。（资料
片）

新华社发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
近日获悉，张家口市和省交通
运输厅加强协调对接，强化要
素支撑，有序有效推进冬奥会
赛会服务保障工作，圆满完成
去年所有既定目标任务。目
前，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10
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均已
完成；赛会服务任务中2020年
度任务28项已全部完成。

据介绍，目前我省所有冬
奥会交通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完
成建设任务，按要求做好完工、
交工验收工作。赛区6条公路
项目全部建成通车，相关法定
审批手续也已办理完成；张家
口宁远机场改扩建工程建成通
航；张家口南综合客运枢纽（北
广场）已完工并投入使用，崇礼
综合客运枢纽（包括崇礼客运
枢纽和太子城高铁站客运枢
纽）达到了测试活动保障要求。

在北京冬奥组委支持指
导下，河北各相关单位加强与
北京市交通委等单位的工作
衔接，共同推进冬奥会交通赛
会服务保障工作。张家口赛
区核心区将全部使用氢燃料
清洁能源车辆，目前氢燃料电
池客车采购正在有序推进，已
完成 200 台车辆的采购工作。
计划筹措的100辆氢燃料旅游
版大客车已经确定。完成了
张家口赛区驾驶员信息入库、

更新，并根据车辆需求数的变
化不断调整信息库。完成了
冬奥会临时场站规划设计和
加氢站规划设计工作，通过了
专家论证。测试活动使用的
崇礼南 P+R、棋盘梁 P+R、太
子城 T+R 三个场站已经完成
建设任务，具备使用条件。棋
盘梁加氢站已经建设完成，正
在进行调试，以保障测试活动
氢燃料车辆能源需求。

同时，按计划完成了河北
省交通综合运行协调与应急
指挥中心（TOCC）张家口市
分中心建设，已经开始试运
行，计划测试活动期间提供信
息支撑服务保障。邀请百度
地图对张家口赛区核心区新
建道路和建筑物进行了数据
采集，正在纳入百度地图。搭
建完成了计算机仿真模型，对
赛时交通运输方案进行了模
拟，依据模拟数据对方案进行
了修改。编制完成了赛时运
输保障整体方案初稿，正依据
变量进行深化。印发了《河北
省冰雪天气公路保畅工作方
案》，延崇、张承和京张高速公
路已编制完成本路段的除雪
操作方案。相关省管高速公
路单位开展语言类、礼仪类及
除雪技能培训，共培训1700余
人次；张家口市开展驾驶员培
训3.5万多人次。

赛区10项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任务完成

（上接第一版）坝上地区的张北县——我
省两个偏远的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分
别在2012年岁末和2017年年初，留下了
总书记风雪兼程的足迹。

在阜平，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
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令：没有农村的
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
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8年攻坚，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大山
还是那座大山，可日子完全变了样。

易地扶贫搬迁圆了“安居梦”、野山
珍借电商走出大山、“扶贫微工厂”富了
口袋、“金鸡模式”下“金蛋”能分红好多
年……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 2013 年的 6515 元增长到 2019
年的12225元，增速连续6年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脱贫攻坚，彰显着共产党人改天换
地的雄心壮志，实实在在改变着贫困群
众的生活。

握指成拳，举全省之力推进——
坚持政治站位，省级每年与各市签

订减贫责任书，率先建立五级书记抓扶
贫等机制。加大投入力度，2013至 2020

年，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253.7亿
元、年均增长30.3%，市县财政投入142.6
亿元。深化社会扶贫，京津两市累计投
入帮扶资金 62.85 亿元，实施项目 2356
个；31个中央单位投入帮扶资金24.46亿
元，实施项目 1218个；累计选派 6.1万余
名驻村干部，动员 13811家企业参与“千
企帮千村”结对帮扶。

精准施策，扎实推进产业就业科技
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

实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电商等
产业扶贫项目 5.3 万个，实现贫困户产
业全覆盖。开展就业扶贫行动，加强职
业技能培训，开发公益岗位，培育扶贫
龙头企业 568 家，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
帮扶全覆盖。选派科技特派员 4700 余
名，建成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 81 家。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建成集中安置项目
406 个，30.2 万人全部搬迁安置；配套产
业园区 632 个、公共服务设施 491 所，
13.59 万搬迁贫困人口全部落实后续帮
扶措施。

民生优先，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

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7.6%，贫
困群众全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和医疗救助，累计改造农村危房 29.5
万户，建成饮水工程 3.4 万处、受益贫困
人口79.6万人。

集中发力，如期攻克深度贫困堡
垒——

对 10个深度贫困县在政策支持、资
金投入、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实施
重点倾斜，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
投入 90.39 亿元。建立“五包一”“三包
一”机制，构建了全面覆盖的包联体系。
在 206个深度贫困村建成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提升项目 2700多个，乡村面
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 年底，10
个深度贫困县全部摘帽，206个深度贫困
村全部出列。

干群联动，唤起群众千百万、同心
干——

在全国首创县乡党委书记脱贫攻坚
“擂台赛”，累计举办 2100余期。强化作
风能力建设，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开展“脱贫攻坚党旗红”
等活动，举办脱贫攻坚培训 4100 余期、

培训 105 万人次。强化“志”“智”双扶，
加大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力度，积极推广

“爱心公益超市”，创办脱贫攻坚“农民夜
校”“讲习所”7000余个，培育贫困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3.4万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和“造血”功能持续增强。

巩固拓展，提高扶贫脱贫质量——
从严从实抓好贫困识别和建档立

卡，彻底摸清贫困人口底数。建好用好
贫困人口识别认定和精准脱贫等6项重
点任务清单，建成省市县乡村纵向互通、
行业部门横向互联的脱贫攻坚综合信息
系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坚持现行
脱贫标准，严格贫困退出程序，精心组织
退出验收和第三方评估。2019 年，在全
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脱贫防贫长
效机制的意见》，构建筛查监测、帮扶救
助、动态管理的全覆盖防贫体系。截至
目前，全省实现脱贫人口“零返贫”、非贫
困人口“零致贫”。

从省扶贫办获悉，下一步，我省设立
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因斯布鲁克冬残奥会
上，残奥冬季两项正式被列为
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由残奥越
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竞赛项目
结合在一起，运动员在比赛中
进行动与静的转换，接受速度
与精准的挑战，颇具观赏性。

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残
奥冬季两项比赛，将在张家口
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
行。比赛设视力障碍、站姿、坐
姿三个组别，每个组别设短距
离、中距离、长距离项目，其中
短距离项目包括男子7.5公里
和女子6公里，中距离项目包
括男子12.5公里和女子10公
里，长距离项目则包括男子15
公里和女子12.5公里。总共将
产生18枚金牌。

残奥冬季两项比赛出发、
计时的规则与残奥越野滑
雪相同，成绩计算方法也基
本相同，各组别比赛成绩乘
以运动员相应分级系数后
得到最终比赛成绩。赛道也
与残奥越野滑雪基本相同。
其中，坐姿组比赛运动员在

人工开出的雪槽内滑行，站姿
组及视力障碍组比赛全部采
用自由滑雪技术。在视力障碍
组比赛中，运动员可配有领
滑员。

短距离比赛运动员有2轮
射击，中距离和长距离各有4
轮射击，滑行时枪支不用随身
携带。站姿组和视力障碍组运
动员均采用卧姿，坐姿组运动
员可以选择卧姿或坐姿，射击
距离为10米。

比赛中，运动员每轮射击
都有5发子弹，短距离和中距
离比赛脱靶1次需在处罚道加
罚1圈。站姿组和视力障碍组
处罚圈周长150米，坐姿组处
罚圈周长100米。长距离比赛
脱靶1次加罚1分钟。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整理）

残奥冬季两项简介

扫码可观看
冬残奥会竞赛项
目知识介绍片
《残奥冬季两项》
（视频来源：北京
冬奥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