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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奥运核心区生态景观统筹规划方案》日前编制完成。根据
该方案，张家口赛区奥运核心区将形成完整的生态绿地体系，打造赛时景观风貌——

让核心区山更绿景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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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3月 2日晚 8时，承德国家雪
上项目训练基地，省越野滑雪队
运动员何凯乐刚刚结束了一天训
练。参加完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
列测试活动，她 2 月 28 日回到基
地，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训练。

何凯乐今年 20 岁，在 1 月份
举行的2020-2021赛季全国越野
滑雪锦标赛上，她搭档外省运动
员夺得一枚银牌，为我省越野滑
雪项目获得了第一枚成年组全国
性比赛奖牌。

“和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相
比，何凯乐的成绩还有些差距。”
省越野滑雪队教练许文龙说，“但
在国内同年龄段选手中，她已经
是佼佼者了。”

何凯乐来自隆尧县，从小喜
欢跑步，14岁时被选到邢台市里
练中长跑。训练不到两年，恰逢省
里组建越野滑雪队，到邢台选拔
队员，她就报了名。许文龙发现，
何凯乐的身材比例、肢体协调性
非常适合练越野滑雪，就将她选
入队中。

刚进队时，何凯乐虽然上雪
的脚感很好，遇到困难却经常“哭
鼻子”。“日常滑强度，每次我都垫
底，所以一度产生了不想练的想
法。”她回忆，2018年全国青少年
越野滑雪锦标赛上，因为成绩列
队里倒数第一，她几乎失去了
信心。

“哭什么？好好练，只要两年，
你肯定能在青年组里拿个好成
绩！”许文龙鼓励她，越野滑雪是
个需要靠长时间训练积累的项目，有的运动员甚至练
十多年才能出成绩。

知耻近乎勇。此后，何凯乐塌下心来，用力用脑，潜
能逐渐释放：越野滑雪的传统技术相对难学，但她很快
掌握。

许文龙被调入国家集训队任教后，何凯乐和几位
队友也得以进入国家集训队。这段时间，她练得非常刻
苦，反复观看视频纠正动作，在公路上练习拖轮胎……
慢慢地，“娇气”消失了。

这期间，她还得到了一次去芬兰训练一个月的
机会。亲眼目睹国外优秀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她突然
对原来教练传授的一些先进但自己一知半解的技术
理念开了窍；同时，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场比赛，在高
手云集的上百名选手中，也能排到二十多名，不禁重
拾信心。

在 2019 年的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上，何凯乐“小
宇宙”爆发，获一枚团体接力金牌、两枚个人项目银牌，
破茧成蝶的速度让人惊讶。2020 年，她得以再度进入
国家集训队。

受疫情影响，上个雪季何凯乐没有参加比赛。这次
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首次参加成年组比赛的她用一
枚银牌再次证明了自己。

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何凯乐充满了渴望：
“冬奥会越来越近了，而且强手如林，要想取得好成绩，
我得一天当成两天用，抓紧备战冲刺。”

轮椅冰壶从第九届冬残奥会开始被列为比赛项
目。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项目设男女混合 1 枚金
牌，比赛将在北京赛区国家游泳中心举办，共12支队
伍参赛，分为循环赛、半决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轮椅冰壶男女混合比赛每队由5名运动员组成，
各派4名运动员出场，其中必须包含女运动员。只有日
常生活依靠轮椅、不能独立行走或仅能短距离行走的
运动员，才有资格参赛。

比赛场地不设起踏器，冰壶需放在轮椅线之间位
置，运动员须在轮椅固定的情况下使用手臂或投壶杆
完成投壶。投壶杆由把手、杆和杆头三部分组成，杆头
到把手的长度不得超过2.45米，在冰壶到达前掷线之
前，壶必须明显脱离手或投壶杆，未滑行到前掷线的冰
壶可以重投。

轮椅冰壶比赛不允许扫冰，冰刷通常只是用来指
示预判投壶点位。比赛中每局每队投掷8支壶，每人投
掷2次；两队按照一垒、二垒、三
垒和四垒的顺序交替投壶。16
支冰壶全部投掷完，一局结束。
每局结束时，冰壶更接近大本
营圆心的一方得分，且进入大
本营较另一方更接近圆心的壶
每壶得一分，得分较多的一方
获胜。

中国轮椅冰壶队在2018年
平昌冬奥会上力压群雄，勇夺金
牌，实现了中国冬残奥项目金牌
和奖牌零的突破。（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整理）

轮椅冰壶简介

扫码可观看冬
残奥会竞赛项目知
识介绍片《轮椅冰
壶》（视频来源：北
京冬奥组委）。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方案分为冬奥赛区圈层、配套服务圈
层和生态本底圈层几个部分进行规划。

“冬奥赛区圈层由云顶滑雪场和古杨
树场馆群两个组团组成。”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校冬奥会生态建设工作执行小组副
组长姚朋告诉记者，冬奥赛区圈层今年将
着力进行山体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恢复
原有自然景观风貌，使其如同自然天成。

其中，古杨树场馆群景观风貌将“以
玉为图、以碧为底”，玉就是“雪如意”和

“冰玉环”，碧就是自然生态的基底，未来
将重点打造融合山、甸、林、缘（边坡）的近
自然风貌，形成山形碧影、稀树花甸、疏林
草地、延绿增景的特色。

根据方案，张家口赛区技术官员酒店

以东的自然山体，将保持原生自然山形的
景观风貌；自然山体与技术官员酒店的中
间区域，将打造融入自然的花甸景观；国
家冬季两项中心赛道和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赛道周边，将打造具有地域特征的疏林
草地；“冰玉环”南北两侧山体的边坡角区
域，将修复建设施工造成的破损面，实现
沿线点缀增景。

据了解，技术官员酒店东侧山体阳
坡已完成山体绿化。今年，古杨树场馆
群景观提升任务主要为除此之外的上述
山、甸、林、缘打造。其中，“冰玉环”包裹
山体面积 65.9 公顷，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赛道周边绿化 24.77 公顷，国家滑雪越野
中心赛道周边绿化 5.1 公顷；还有“三场”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北部棋盘梁区域
现有土方顺整，以及位于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西北侧和“冰玉环”东侧的两处景观
平台建设。

另外，还将对梧桐大道两侧山体损坏
问题进行生态修复，形成梧桐大道、奥运
北路和云顶支线三条路的沿路绿地景观
环，并且重点进行奥运展馆前的景观
打造。

姚朋说，他们希望在生态本底修复过
程中，运用科技创新手段，实现风景提升
重塑目标。因此，冬奥赛区生态修复采用
平整与顺整相结合的策略，将小规模的施
工弃土进行平整、大规模的施工弃土进行

顺整，实现就地土方平衡，进一步营造景
观，使其融入自然。

同时，根据破损地块不同的立地条件
及坡度坡向等因素，以工程技术手段为基
础分类修复，选用喷播复绿、喷混植生技
术，采用垂藤类植物、筑台拉网等多种工
程技术手段，选取耐寒、耐旱的自然再生
植被对山体破损区域进行修复，稳步推进
破损山体生态修复治理。

“植物景观方面，以开阔的疏林草地
为主导景观形式，以异龄林加混播草花为
主要植物材料。”姚朋说，在树种选择上，
方案顺应自然基底，按照适地适树、类近
自然的原则，选择了云杉、樟子松、落叶
松、白桦、蒙古栎、五角枫、榆叶梅、海棠、
丁香等 20 余种具有鲜明景观特色、节水
耐寒的优良乡土树种，又配以草花点缀，
努力形成近自然、高质量的森林景观。

3 月 9 日上午，来自张家口宝林绿化
公司的数十名穿着橘色马甲的绿化工人，
在太子城奥运核心区凤凰路路边给去年
冬天栽种的白桦和云杉浇水。

“现在崇礼的室外温度还不适宜种
树，我们主要是对已经栽种的树木进行修
剪、浇水等养护工作，对将能开展绿化的
地块进行垃圾清理、土地平整等。”该公司
负责人周宝林介绍，自 2015年以来，他们
每年都参与到冬奥绿化工作中，施工地块
位于太子城遗址公园附近，属于方案中的
配套服务圈层。

根据方案，配套服务圈层以太子城组
团为中心，包含张家口奥运村、太子城遗
址公园等，分为永久性绿地和临时性绿
地。该区域的统筹规划聚焦景观营造，突

出生态屏障与观景休闲的功能。
“配套服务圈层基本位于山地和平原

的过渡地带，为此方案提出保证近自然的
景观风貌，突出乡土化特征。”姚朋说，该
圈层植物材料以金莲花、缬草、蓝刺头及
糖芥等乡土花卉资源为主，兼顾部分新优
品种，从而营建拟自然化的乡土特色植物
群落。

据悉，永久性绿地中的太子城遗址公
园外围绿地、环岛、1号路以西带状绿地已
基本完成乔木栽植，今年春季将完成地被
种植，以及水系、园路和场地等工程；临时
性绿地中，张家口奥运村东侧地块已于去
年完成。

生态本底圈层则以长城岭沟、万龙沟
和太子城沟等三条沟为主体，兼顾沿线村

庄，为冬奥营造生态的自然本底。目前，以
连接崇礼城区的长城岭沟、万龙沟和太子城
沟为主体，以山水林田湖草资源为基底，以
近自然原生景观为特色，融入游憩功能与地
域文化的冬奥生态风景道正在打造中。

“我们采取粗放与精细结合、野趣与
人工结合的方式，着力打造既自然生态，
又清晰有序的冬奥生态风景道。”负责冬
奥生态风景道绿化方案及施工图设计的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冬奥生态
风景道项目负责人赵海明介绍说，未来，
走在冬奥生态风景道上，不光可以欣赏到
莜麦、土豆等农作物，还能见到荞麦、胡
麻、油葵、金莲花等……

记者留意到，冬奥生态风景道规划设
计中，设置了一处以湿地为景观特征的野

趣型水面。原来，在崇礼至太子城公路建
设之前，此处原有一湿地，景色优美，虫鸟
相和，设计团队在此处设计水体景观，力
求恢复其原有风貌。

据了解，冬奥生态风景道分两期进行
建设，一期主要内容是头道营至太子城沿
线绿地景观设计；二期为崇礼城区至太子
城冰雪小镇沿线综合提升工程，主要设计
内容是自行车道、湿地驿站、农田景观和
沿路绿化四部分内容。

“目前一期已完工 80%左右，剩下的
主要是绿化工程。一、二期均将于 3 月
底左右开始施工。”负责冬奥生态风景
道绿化施工的张家口通泰绿化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梁奇说，施工人
员、大型机械以及施工材料等都已准备
妥当。待今年冬奥生态风景道绿化工
程完工后，届时将“满目是风景，宛在
画中游”。

冬奥场馆周边将恢复原有自然景观风貌，努力形成近自然、高质量的森林景观

太子城组团区域将营建乡土特色植物群落，冬奥生态风景道将“满目是风景”

▲2020年11月19日，工人们在崇礼区张家口奥运村栽植云杉。（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全省累计超30万人次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

冰雪激情激发自强力量

日前，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奥运核心

区生态景观统筹规划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编制完成。方案由张家口市崇礼区聘请北京

林业大学规划团队编制。

崇礼区林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杨建中介

绍说，2016至2020年，全区累计完成各类营造

林工程面积109.23万亩，其中完成奥运绿化工

程 45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目前已达 67%，奥

运核心区超过 80%。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突出绿色办奥理念，把发展体育事业

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设施同

自然景观和谐相融，今年，崇礼将致力于统筹

各项造林绿化工程，进一步提升奥运核心区生

态环境品质和生态绿化改造效率。

为此，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专门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规划团队围绕崇礼区远期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定位，依据“全域、全景、全要素”的

原则，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各景观要素，

对奥运核心区、冬奥生态风景道、山林地及农

田村落等进行总体统筹规划，力求实现“全域

不留白、绿色全覆盖”，形成奥运核心区完整的

生态绿地体系，打造冬奥会赛时景观风貌。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朋友们把两块滑雪板拼在一起让张
树斌坐上去，推着他在雪地上滑行了三五
米……

这是张家口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张
树斌 2015 年第一次滑雪的经历。因为患
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他常年与轮椅相伴。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米，但已经足够
让我兴奋了。”张树斌回忆说，那一刻，雪
是凉的，但他的心却是火热的。

随着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张家口市迎冬奥氛
围日渐浓厚。有了冰雪“初体验”的张树
斌，开始通过网络等途径学习冬残奥以及
冰雪运动知识。他逐渐意识到，残疾人虽
然身体条件存在不便，但一样可以去突破
种种障碍，享受冰雪运动的快乐。

于是，张树斌开始通过图片、视频讲
解等向残疾人朋友普及冬残奥和冰雪运
动知识，200余名残疾人在他的影响下开

始亲近冰雪，了解冬残奥。他还多次
带领残疾人朋

友参加张家口市的残疾人冰雪运动体验
活动、残疾人冰雪嘉年华等。

去年下半年，张树斌受邀作为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体验员，走进
了冬奥场馆。各个场馆充分考虑办赛、观
赛需求的无障碍设施以及人性化服务，让
他很欣慰，更充满豪情：“现在残疾人参与
冰雪运动、欣赏冰雪比赛越来越便利了。
我要带动更多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走进
冰场雪场，为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助力、加油！”

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也让残疾青少
年的生活多彩起来。

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把冬残奥知
识引入课堂，旱地冰壶设备日常向学生们
开放，如今，全校300多名学生，几乎都参

与到冰雪运动

中来。在去年的石家庄市第二届校园冰雪
运动会旱地冰壶比赛中，该校夺得了旱地
冰壶项目初中男子组和高中女子组两项
冠军。该校学生还获得 2020 年河北省第
四届残疾人群体运动会暨河北省第二届
特教学校旱地冰壶运动会冠军、全国基层
残疾人机构旱地冰壶比赛第四名等好
成绩。

该校职一二班学生董田田，第一次接
触旱地冰壶就产生了浓厚兴趣，入选校旱
地冰壶女子聋人队更激发了她的自豪感。
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加练，逐渐成为主力
选手，越来越自信阳光。

“拿到石家庄市第二届校园冰雪运动
会旱地冰壶比赛冠军后，孩子们特别激
动，围在一起，喜极而泣。”该校体育老师
闫迎辉感慨地说，参加旱地冰壶运动不仅

让这些残疾孩子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更重
要的是让他们在拼搏奋斗中发现了自身
价值，激发了自强精神。

旱地冰壶能够“扎根”石家庄市特殊
教育学校，得益于省残联、省教育厅、省体
育局联合推动的冬残奥体育教育进特教
学校工作。全省特教学校把残疾人奥林匹
克和冬残奥体育知识教育纳入日常教学，
通过实践活动、体育课程、德育活动等方
式，不断深化冬残奥主题教育。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累计超30万人次
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省残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我省将持续打造全省残疾人冰
雪运动品牌，吸纳更多残疾人参与冰雪
运动；继续为特教学校送器材、送指导、送
服务，组织冬季项目联赛等，让冰雪运动走
进更多残疾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