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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赛事组织和运行的所有环节，无不需要无线电技术的支持

让冬奥电波安全有序运行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通讯员 阎少文

张家口市桥西区阳光家园庇护工场

增强残疾人的冬奥获得感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冬奥会观众观赛礼仪

近日，国家工信部和北京冬奥组委
联合发布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筹备期间及赛时无线电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无线电管理规定》）。作为维
持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备
期间及赛时无线电秩序的“交通法规”，

《无线电管理规定》将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我省怎样做好冬奥会无线电安全保
障工作？

赛时赛场及相关区域
将达数万部无线电设备
投用，加强管理势在必行

无线电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应用已
广泛融入社会生活和重大活动中。在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上，赛事组织和运行的
所有环节，包括赛时各项组织调度、安全
保卫使用的对讲系统，场馆工作人员使
用的无线局域网，各项比赛中的无线计
时器、无线电感应验证器、记分数据传送
设备、无线遥控器材等，媒体记者使用的
无线麦克风、无线摄像机，赛场观众的移
动电话等，无不需要无线电技术的支持。

据初步预计，北京冬奥会期间，赛场
及相关区域将达数万部无线电设备投入
使用。尤其是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比
赛在山区场馆举办，地形地貌导致无线
电电磁环境差异较大，且天气严寒，进一
步增加了工作难度。

“《无线电管理规定》的出台，旨在既
满足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
备期间及赛时各项无线电业务的无线电
频率资源需求，保证各种合法无线电台

（站）、无线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又最大限
度地减少各种有害无线电干扰，维护空
中电波秩序。”省工信厅无线电协调保障
处处长韩斐表示。

无线电传播依赖的是无线电频率资
源和无线电设备。要切实保障筹备期间
及赛时无线电安全，需要从频率申请与
许可、设备核验与贴标、无线电监测与干
扰定位三个方面工作入手。

按照《无线电管理规定》，境内外用
户在奥运场馆及特殊控制区域设置、使
用无线电台（站）和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
的（免于粘贴无线电发射设备标签的设
备除外），无论是在“相约北京”系列冬季
体育赛事期间还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赛时，都应当按时提交无线
电频率使用申请，并且按照申报的频率
使用。

“这就好比什么道路上跑什么车，如
果不按规定来，很可能造成混乱。”韩斐
解释说。

据介绍，2013 年第十二届全运会皮
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比赛中，曾发生电子
计时记分系统因受到干扰收不到数据的

情况。经排查，是裁判组中有人私自使
用的对讲机没有申报频率，距离又与计
时记分系统过近，所以对之造成了干扰。

按照《无线电管理规定》，除部分设
备外，需要在奥运场馆及特殊控制区域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和发射设备的
国内外用户，在获得频率使用许可后，还
要经过设备核验和标签粘贴，才能在标
签注明的时间、区域内使用设备。这又
是为什么呢？

“要确保赛时电磁环境干净，电视转
播、比赛计时记分系统和指挥调度通讯
顺畅，要从源头上减少、避免各类无线电
干扰。所以，只有符合规定、贴标的设备
才能带进去使用。”省工信厅张家口无线
管理局监督检查科科长刘晓辰解释说。

对公众可携带入场的无线电设备，
《无线电管理规定》也提出了相关要求：
进入奥运场馆和特殊控制区域后，公众
移动通信终端（手机）、计算机嵌入式无
线网卡、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不得作为
无线局域网热点使用，公众移动通信终
端（手机）、照相机无线遥控装置、智能手
表、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等不得开启蓝牙
功能。

刘晓辰说，这也是出于尽量降低对
计时记分等造成干扰可能性的考虑。希
望观众在入场观赛时遵守相关要求，尽
量减少携带有无线功能的电子设备入
场，以文明观赛助力冬奥。

确保冬奥电波安全
有序运行，我省相关筹办
工作扎实推进

保障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线电安
全、有序运行，既需要“交通法规”，也需

要相关工作支撑。
“为保障张家口赛区无线电使用，我

省无线电安全保障主要任务包括建设无
线电安全保障相关技术设施、保障赛事
所需的无线电频率资源、营造良好电磁
环境、维护空中电波秩序等。”韩斐介绍
说，具体保障任务共涉及8个保障区域，
包括张家口赛区各场馆，大兴国际机场

（河北域内），张家口市主城区，崇礼城
区，京张高铁和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廊
坊、保定、承德等首都外围区域。

为此，省工信厅成立冬奥无线电安
全保障筹办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张家口
赛区无线电安全保障任务清单，将冬奥
会筹办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细分为各阶
段具体工作任务，组建 116人保障团队，
多次组织实战练兵。

作为我省 76个冬奥项目之一，无线
电监测网建设项目已于2019年8月通过
验收，共建设无线电固定测向站3座、小
型监测站 8 座，购置设备检测系统 2 套、
便携式监测设备13套。

“去年，我们还按照冬奥会场馆铁塔
规划和美化要求，完成了位于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张家口
奥运村的 3 个小型站美化改造，赛区无
线电监测网覆盖效果和性能得到进一步
优化。”韩斐介绍说。

按照《无线电管理规定》，为确保筹
备期间和赛时无线电设备正常工作、不
受干扰，还需要整合频率资源，协调部分
在 用 频 率 供 北 京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使用。

为此，省工信厅征集梳理赛区赛时
频率需求，对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

（OBS）拟在张家口赛区使用的 126 个频
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用频建议，完成了 12

个主要用频单位的无线电频率使用需求
初步征集工作，并储备了超短波频率。
对赛区电磁环境进行全频段常规监测，
对语音播报、同声传译、集群对讲、遥控
遥测、卫星链路等13个重大活动常用频
段进行了重点监测，截至目前累计监测
时长2.5万小时。

为净化电磁环境，省工信厅连续三
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张家口
开展电磁环境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共清
理违规无线电发射设备 2700部，清理非
法无线电频率 200 个，捣毁“黑广播”窝
点 21 个，查获“黑广播”设备 21 套，排查
无线电干扰12起，办理了185家经销商、
8608种无线电发射设备备案手续。

同时，对张家口赛区和周边无线电
台（站）以及环京大功率无线电台（站）开
展全面核查，目前已完成了首批核查任
务，累计检查铁塔 25 座，核查各类台

（站）132台（座），针对性监测39小时，检
查雪场及配套酒店、高铁站、机场等设台
单位10家，全面动态掌握张家口赛区重
要频段使用情况和重点无线电台（站）设
置情况。

“今年的张家口赛区‘相约北京’系
列冬季体育赛事期间，无线电保障交出
了合格答卷。下一步，我省将按照《无
线电管理规定》，继续扎实推进张家口
赛 区 电 磁 环 境 清 理 整 治 专 项 行 动 和
2021 年度全省重点频率台（站）核查两
项工作，继续开展张家口赛区无线电监
测比对及重点频率台（站）专项核查。”
韩斐表示，我省将进一步开展全员岗位
练兵，采取实战演练竞赛等形式提升保
障人员业务能力水平，并定期开展冬奥
保障技术会商，解决技术疑难问题，优
化监测流程。

现场观众是冬奥会比
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
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王淑英表示，
观众礼仪中最重要、最复
杂的部分是观赛礼仪。热
情而文明的观赛行为能增
加比赛的精彩程度，有助
于运动员创造佳绩。

观看冬奥会比赛，首
先要遵守公共道德，自觉
维护比赛秩序。应准时入
场 ，以 免 入 座 时 打 扰 别
人。入场后，应对号入座，
不能因为自己的座位不好
而占别人的座位。赛后想
早点退场，应在终场前几
分钟悄悄离开，不要等散
场时在人群中乱穿乱挤。

观看体育比赛时的穿
着，可以随气候、场所和个
人爱好而定，但也要注意
公共场所礼节。精彩的体
育比赛振奋人心，

欢呼和呐喊是很自然的事
情，作为观众可以为你所
喜欢的一方叫好，但不应
该辱骂另一方，要尊重每
一位在赛场上拼搏的运动
员。如果是精彩的场面，
不管是主队的还是客队
的，都应该鼓掌加油，表现
出公道和友好。

要尊重裁判，裁判执裁
任何一项赛事都应获得尊
重。裁判作出的判罚是基
于职业身份，尊重其判决结
果就是尊重这个职业。

比赛现场要尊重外国
友人，大方礼让，遇到求助
时热情地向他们伸出援
手。尊重媒体记者，不干
扰他们的工作，大胆、大方
接受采访。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采访整理）

5 月的崇礼已经结束了雪
季的繁忙，谢霆也迎来了全年
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今年 34 岁的谢霆是崇礼
区黄土嘴村人。2020-2021 雪
季，他经营的滑雪俱乐部培训
了 1000多人，比上个雪季增长
了30%。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打算
陪陪孩子，同时通过观看视频
深入学习滑雪技能和教学技
巧，为俱乐部将要开展的室内
滑雪机培训做些准备。”谢霆对
记者说。

谢霆 16 岁从一所中专毕
业后，去北京打过工，也在崇礼
当地跑过班车、当过保安。后
来，他的人生因冰雪、因冬奥而
改变，不仅开办了一家滑雪俱
乐部，2020 年还成为了一名高
山滑雪项目国家级裁判。

谢霆与冰雪运动结缘纯属
偶 然 。 他 第 一 次 滑 雪 是 在
2003 年，当时是因为跟朋友打
赌输了，必须履行承诺，从山上
滑下来。300 多米的雪道，他
一路跌跌撞撞到达终点。为了
不再“丢人”，不服输的谢霆决
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自此，他开始潜心学习滑
雪。有了一定基础后，为了能
每天滑雪，他干脆把工作换成
了滑雪场救援队员。2005 年，
谢霆结识了来滑雪场做赛前训
练的一名日本专业滑雪运动
员，一次次爬上陡峭的雪道帮
他插旗门，也因此赢得了系统
学习的机会。

伴随着滑雪技术不断提
升，谢霆又向滑雪教练的目标
发起冲击。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观看滑雪教学视频，
用心揣摩人家怎么教学，边看边记笔记，还对着镜子反复
练习怎么给学员上课……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谢霆终于成为了崇礼万
龙滑雪场的一名滑雪教练员，并参加所罗门杯全国职业
教练联赛，获得第一名。2013 年，谢霆在日本通过了日
本滑雪联盟（SAJ）技术级的认证。他的身影也因此出现
在了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宣传片中。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冬奥成功后，崇礼作为冬
奥小城，受到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者青睐。瞅准日益火
热的滑雪消费市场，2019 年，谢霆成立了一家滑雪俱乐
部，开始从事滑雪技能培训和滑雪服装器材的销售，经营
收入逐年上升。

“是滑雪、冬奥给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崇礼人人生出
彩的机会。因此，能助力冬奥、奉献冬奥、参与冬奥，是我
最大的梦想。”谢霆说，了解到北京冬奥会对滑雪项目裁
判的需求后，他又开始为此而努力。

他积极参加省市举办的滑雪裁判员培训班，并在张
家口市举办的一些冰雪赛事中担任助理裁判。2018 年
12 月，他获得高山滑雪项目省级一级裁判员资格证书。
去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经过培训、理论考试和
各类赛事的实践考核后，结合北京冬奥组委和相关国际
单项体育组织技术官员的意见，授予 691 人冰雪项目国
家级裁判员称号，谢霆榜上有名。

谢霆表示，现在他已具备了执裁北京冬奥会的基
础条件。接下来要继续努力，争取明年能执裁北京冬
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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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个滑雪的麦秸画多生动。”
“这个笔记本也不错，封面上这个大境门
多形象。”……

5 月 14 日，在张家口市民广场举行
的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
场，残疾人手工艺品展区一件件带有冰
雪运动元素、极具张家口特色的麦秸画
和皮具等工艺品，让参观者赞不绝口。

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些工艺品出自
张家口市桥西区阳光家园庇护工场的残
疾人之手。自 2016年起，这家工场积极
带领残疾人开发和生产冰雪、冬奥题材
工艺品，组织、引导残疾人参与冰雪运
动，助力他们积极乐观融入社会，成为残
疾人的温馨家园，先后被中国残联评为

“全国残疾人职业康复示范基地”，被北
京冬奥组委认定为北京 2022 年冬残奥
会对外接待展示窗口单位。

工场内三分之一的残疾人
完成职业重建

精心选择冬奥元素图案，剪裁合适
大小的毛皮，然后

用特殊的烫笔在皮面上细致地刻画出每
一道线条……5 月 17 日，在该工场皮具
生产组，十余名残疾人正在精心制作皮
烫画产品。

阳光家园庇护工场经理杨瑞琴告诉
记者，该工场创建于2016年，是河北省第
一家以托养安置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
疾人为主，其他类别残疾人为辅，以残疾
人托养（日间照料）为基础，以工疗、娱疗、
庇护性就业等职业康复做保障的公益机
构，中心场区共安置残疾人60多名。

在帮助残疾人完成职业重建过程
中，该工场立足张家口冬奥之城的实际，
以冰雪和冬奥题材为创作源泉，积极开
发地方特色工艺品。

利用当地毛皮，制作冬奥主题的皮
烫画；利用坝上的莜麦秆，制作麦秸画；
通过张家口特色剪纸，展示冰雪运动的
魅力……健全人掌握这样的手艺尚属不
易，残疾人就更难。

智力二级残疾的小夏，来到工场后
被安排在麦秸画的粘料工序。该工序需
要把较细的莜麦秆劈开，然后整齐地粘
到一张纸上，小夏开始怎么都学不会。

杨瑞琴和同事们不厌

其烦，每天手把手地教，历经千百次重
复，终于让小夏“开了窍”。如今，小夏不
仅能独立操作粘料工序，还成为岗位主
力，残疾程度从最初的智力二级降到了
现在的智力四级。

皮烫画难度更大。该工场先后聘请
过几十名皮烫画老师进行教学。“从每个
老师那里都能学到一部分技术，然后我
们自己摸索。”高位截瘫的女孩郑树果自
豪地说，她烫制的巨幅牛皮烫画，现在一
幅能卖到上万元。

截至目前，该工场已生产出皮具、麦
秸画等不同类别的笔记本、男女包、文旅
产品等六种主打产品，每月能实现产值3
万到 5 万元；工场内三分之一的残疾人
完成职业重建。

制作的产品特别是冰雪和冬奥题材
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让工场的残疾人非
常开心，他们觉得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
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贡献力量。

绝大多数残疾人体验过
冰雪运动

“第 24 届冬奥会将于什么时候举

行？”“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
分别是什么？”……阳光家园庇护工场经
常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知识有奖问答
或竞赛。

“助力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一个都不
能少。”杨瑞琴告诉记者，为了让残疾人
更好地回归社会，普及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基本知识的同时，他们在工场内设置
残疾人陆地冰壶体验区，每个雪季还组
织残疾人到崇礼区翠云山银河滑雪场体
验滑雪。每次组织冰雪运动体验活动，
都至少有二十名残疾人报名。除了重度
残疾人，该工场绝大多数残疾人体验过
冰雪运动。

学会穿雪鞋，学习滑行的时候怎么
发力……当他们在爱心志愿者的帮助
下，小心翼翼地迈出参与冰雪运动的第
一步，无不激动莫名。

郑树果虽然不能滑雪，但在工场
工作人员帮助下，也曾乘坐缆车登上
翠 云 山 银 河 滑 雪 场 的 山 顶 。 滑 雪 场
的壮丽景色，让她至今记忆犹新，语气
中满是兴奋：“真是太美了，太美了！
当别人再聊起滑雪场时，我也可以加
入了。”

“能赶上在家门口举办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对张家口人来说是难得的机
遇，残疾人也应该共享那份冬奥惠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杨瑞琴表示，阳光家
园庇护工场正在与张家口部分滑雪场
进行沟通。下个雪季，工场的残疾人将
会参加更丰富多彩的冰雪体验活动，他
们制作的产品也有望在这些滑雪场进
行展览。

“相约北京”
系列冬季体育赛
事期间，省工信
厅工作人员在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
对场馆电磁环境
进 行 保 护 性 监
测。（资料片）

省工信厅张
家口无线电管理
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