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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冰上项目
观赛礼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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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桥塔交错布置，形成
环环相叠的奥运五环意象——
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位
于延崇高速公路终点崇礼区太
子城收费站旁的“奥运五环
桥”，已成为网红打卡地之一。

作为参与延崇高速河北段
“奥运五环桥”等三座景观桥以
及二炮村特大桥、头炮特大桥
的建设者，杜国庆近日接受延
崇筹建处邀请，前来为这些大
桥的夜间亮化工作献计献策。
凝视着“奥运五环桥”，他的眼
睛湿润了。

1960 年出生的杜国庆，老
家湖北武汉，是个“桥二代”，
1980 年进入中铁大桥局集团
有限公司工作。四十多年来，
他参与的项目逾 30 个。2017
年 6 月底，公司中标延崇高速
河北段钢桥一标，主要负责二
炮村特大桥和头炮特大桥建设
项目，经验丰富的杜国庆受命
担任项目经理，从武汉来到项
目施工现场，开展各项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建好桥梁
就是助力冬奥。当时我就暗自
发誓，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
项目打造成我职业生涯中的典
范。”杜国庆回忆说。

该项目施工现场位于山岭
重丘区，还要克服气候严寒、施
工期短等不利因素，建设难度
着实不小，且建设质量要求高。

老杜是个爱“较真儿”的
人。钢筋、模板、混凝土这些施
工材料，他都要查验过才放心；智能养护、智能张拉压浆这
些流程，他都要严格把关；施工完的桥面和栏杆，他都要去
走一遍、摸一下。2018 年 7 月 4 日，二炮村特大桥全幅贯
通，成为延崇高速河北段第一座全幅贯通的特大桥。

钢桥一标项目顺利完成后，本可返回武汉“过过安稳日
子”的杜国庆又按照公司的安排，以负责人身份，全身心投
入到延崇高速河北段钢桥三标的三座景观桥建设中。

砖楼特大桥的建设颇为费时费力。受地形限制，大型
吊装设备无法进场，总重量达两万多吨的钢桁梁主体结构
又无法事先预制，怎么办？杜国庆等绞尽脑汁，多次研讨，
想出了“高空搭积木”的巧妙方法：将上千根钢桁梁杆件用
塔吊吊到几十米高的桥墩顶部拼接。可这还面临极大挑
战，因为外形相似的杆件长度差最小仅一两毫米，任何一根
拼装错误，与其衔接的所有杆件都将无法连接。为了准确
区分每一根杆件，钢桁梁在加工场都被打上了编号。安装
前，由施工队、技术员、施工员复核，确认无误、签字确认后，
才可进行安装。

为了抢抓工期，工人们 12 月份还要施工，在零下二十
摄氏度的严寒里，在百米高空作业，常被大风刮得连眼都睁
不开，手一会儿就冻得伸不直，但没一个人叫苦叫累。杜国
庆不时叮嘱大家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终于，2019年8月
11日，砖楼特大桥钢桁梁结构顺利合龙。

“奥运五环桥”的建设，要在10个月左右的有效施工期
内完成原本需要15个月的建设任务，必须解决冬季施工难
题。借鉴国内先进桥梁建设经验，杜国庆他们反复探讨
后，决定用蒸汽来养护桥面。首先搭建一个简易的蒸养
房，将蒸汽管道铺在桥面上，然后在相应的位置钻孔，让蒸
汽冒出来。这样，头天浇灌的混凝土，第二天就能正常投
入使用……

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后，杜国庆于2019年底回到武
汉，并于去年退休。这次受邀继续为参建项目完善献计出
力，他感到很荣幸，表示将竭诚尽智做好工作。“赛时，我还
想回来看看，为冬奥加油呢。”

冰球和冰壶都是较受欢迎的冰上集体运动项目，它们
一动、一静，给人带来的观感不同，对观众文明观赛的要求
也不同。作为观众，我们该如何欣赏这两个运动项目的比
赛呢？

“冰球是对抗性较强的冰上集体运动项目之一。”河北
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淑英表示，在观看冰
球比赛之前，观众应提前了解冰球文化。冰球比赛拼抢激
烈，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运动员之间可以合理冲撞，观众
对此应予以理解，理性支持裁判判罚，不可起哄式地偏袒某
一方。当然，身体对抗并不是冰球比赛的全部，在有限的时
间内，双方选手在速度、技战术上的较量，才是冰球比赛最
精彩的地方。

和冰球不同，冰壶是一项兼具技巧与谋略的“绅士运
动”，参赛运动员需要长远的规划和严密的逻辑思考能
力，以及在场上冰壶排列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反
应的能力。因此，冰壶队员投壶前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
冷静思考。为此，王淑英提醒，现场观看冰壶比赛时，要
注意保持安静。观众照相时要关闭闪光灯，因为场上光
线的剧烈变化会打扰运动员思考。冰壶投掷完成后，观
众可鼓掌助威。

（河北日报记者陈华采访整理）

绿色场馆“绿”在何处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2021年河北省迎冬奥志愿者骨干交流营（第二期）现场。 团省委供图

6月15日张家口奥运村鸟瞰。 河北日报通讯员 武殿森摄

建设高星级绿色场馆，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工作计划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日，张家口赛区
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以
及云顶场馆群的云顶滑雪公园，均获得
绿色雪上运动场馆三星级设计评价标
识；张家口奥运村获得绿色建筑三星级
设计评价标识。

据了解，绿色雪上运动场馆级别按
照《绿 色 雪 上 运 动 场 馆 评 价 标 准》

（DB11/T1606- 2018 DB13（J）/T288-
2018）（以下简称《评价标准》），从生态环
境、资源节约、健康与人文、管理和创新
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张家口奥运村绿
色建筑评价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13（J）/T113-2015）,评价指标涉及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室内环境等方
面。张家口赛区这些场馆均达到了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的最高等级。那么，它们
究竟“绿”在何处呢？

突出绿色设计

最大限度保护生态

“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充分利用自
然禀赋，科学规划，保护周边生态，减少
工程施工量，实现了与自然环境原貌和
谐相融。”张家口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的
李波介绍。

据介绍，云顶滑雪公园包括障碍追
逐、平行大回转、坡面障碍技巧、U型槽、
空中技巧、雪上技巧6条冬奥赛道。充分
考虑原有山形地貌特点，U型槽、坡面障
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赛道是在
原有雪道基础上改建的，大幅减少工程
施工量。改建过程中，基本实现土石方
挖填平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周边生态。

在古杨树场馆群，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被造型优美的空中廊道“冰玉环”串
联在一起。李波说，建造“冰玉环”可不
单单是为了好看。“冰玉环”是一个立体
化的连接平台，综合管廊将三个场馆的
市政需求收纳其中，管廊上方是机动车
行驶的道路，机动车道上方架起了一个
步行廊道，可通往三个场馆。“冰玉环”的
立体化设计为赛后再利用提供了便利，
需要增加管线时，不需进行土方开挖，可
直接敷设在综合管廊内，大大减少对场
馆周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

古杨树场馆群实施土石方减量化措
施，目前，已实现对12000立方米挖除石
方进行再利用，不但减少土石方外运量，
而且达到了良好的装饰效果。

根据《评价标准》，绿色雪上运动场
馆要开展场地生态恢复，修复被占用场
地的生态环境。

古杨树场馆群充分考虑场地生态保
护，尊重场地原有地形、植被，尽可能保
留并利用现状植物，利用本地植被，强化
林地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做到新增植被
和原始林地融合为“原生态的大自然”。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占地约62公顷，
跳台工程存在很多高大护坡，高度从 8
米至 100 米不等。为防止水土流失，施
工方在施工过程中采用格宾再造技术，
既保证了山体护坡安全稳固，又实现了
生态修复。

针对阳坡植物生长不易、森林覆盖
率较低、水土保持难度大等问题，施工方
还采用台层式生态植生固土处理方式来
恢复生态。“这种生态恢复技术特点是先
保持土壤稳定，然后一层一层种植植物
以恢复生态，既保证了植被存活率，又大
大提升了整体环境效果。”李波介绍说。

建设低能耗场馆

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在规划建设
中，依据建筑特色应用多重绿色化技术，
努力建设成为优质、高效、开放、绿色的
新一代奥运建筑，而实现节能降耗是重
要的方面。

据李波介绍，作为张家口赛区规模
最大的场馆项目，张家口奥运村地上采
用钢结构预制构件拼装，造型简约、结构
稳固，有效节约建筑材料并加快了施工
进度。主要功能房间采用高效新风系
统，设置了空气净化装置，PM2.5净化效

率不低于95%。所有组团的公寓外墙均
采用两层装配式砌墙，通过选用高性能
围护结构，实现传热系统优于节能标准
10%以上。赛时 100%采用绿色电力，可
再生能源利用率达到 100%。奥运村内
外部整体环境舒适、宜居、健康，冬季人
行区1.5米高度平均风速3.1米/秒，风速
放大系数为 1.65，过渡季及夏季场地内
无涡旋，无无风区。

此外，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都对施
工材料用量进行了优化设计，尽量减少不
可循环材料如混凝土的使用，优先使用
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材料。如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顶部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
剪力墙体系，顶层展厅及屋顶采用预应
力钢桁架结构体系。场馆配套临时建筑
也采用集装箱、棚房、轻钢活动板房等可
循环利用的建筑形式。通过运用大数据
技术、建设场馆能耗及碳排放总量监测
平台，对场地运营阶段的环境、生态、能源
资源消耗等进行优化，实现运行数据的公
示和智能化管理，有效控制场馆碳排放。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
中心的技术楼采用高性能中空玻璃幕墙
工艺，在便于观察赛场情况同时，也能更
好地满足场馆对于抗风压性、水密性以
及气密性的严格要求，减少室内冷热量
的散失，从而降低空调负荷，减少能耗。

打造海绵赛区

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

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全部设计建设

了雨水、地表水、融雪水收集系统，致力
打造“海绵赛区”。

云顶滑雪公园建设了 28 万立方米
的蓄水池，收集融雪水和雨水，夏季可
进行绿化灌溉，冬季又能用来造雪。还
购置了节水环保型造雪设备，节水量达
到20%。

古杨树场馆群设计之初，就考虑合
理使用再生水、雨水、融雪水等非传统水
源作为人工造雪用水。为提升雨水收集
利用率，场馆地面铺设微米级孔隙的砂
基透水砖入渗、砂基透水路缘石及滤水
边沟等。滑雪场建设融雪水利用设施，
滑雪道设置截水沟，滑雪道侧面与底部
设置汇水沟。采用地下硅砂蜂巢雨水自
净化系统，将雨水及山涧溪流进行蓄存、
净化，经蜂巢系统净化后的雨水回用于
景观补水、绿化用水、造雪、冲洗厕所等。

张家口奥运村也采用了多种节水技
术，如场地内设置下凹式绿地，可以下
渗、净化和蓄积雨水；采用高孔隙率的铺
装材质设置透水铺装，保证渗透效果；地
下室顶板设置导水板；采用一级用水效
率的洁具。

“崇礼具有独特的气候特征，冬季降
雪较多，通过融雪水循环利用，可大大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目前，张家口赛区
竞赛场馆用于人工造雪的非传统水源用
水量占造雪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
50%，用于冲厕的非传统水源用水量占
冲厕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 80%，水资
源管控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李波
表示。

“女生接待贵宾时要丁字步站立，双
手相握放在肚脐下方 5 厘米，面带微
笑……”5月27日上午，在2021年河北省
迎冬奥志愿者骨干交流营（第二期）现
场，来自中国礼宾礼仪文化专业委员会
的黄彩子老师精心讲解示范不同场合的
礼仪。志愿者们认真学习完成每个动作，
课程结束前，全部完成学习检测任务并
达标。

本期交流营还设置了助残知识（手
语培训）课程。“于老师，服务残疾人应注
意哪些问题？跟聋人怎么交流？……”
原北京第三聋人学校教学主任于缘缘老
师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培训教室，就被志
愿者们团团围住。课堂上，志愿者们认
真学习了如何用手语表达数字 1 到 10、
冬奥会各比赛项目以及一些赛时常用手
语等。

为给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张家口赛区培养足量素质过硬、作风
优良、服务专业的赛会志愿者，5月24日
至 28 日，由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团
省委主办的 2021 年河北省迎冬奥志愿
者骨干交流营（第二期）在张家口举办，
来自我省 22 所高校的志愿者和赛事服
务领域管理人员代表、核心骨干志愿者
等180余人参加。

“去年，河北省迎冬奥志愿者骨干交
流营开展了2期。今年计划举办4期，培

训主体和内容都向赛时要求

看齐，将更具针对性。”团省委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今年已举办的两期交流营重
点面向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志愿者
来源高校的核心骨干志愿者和专业志愿
者储备力量，共培训 300 余人。课程涵
盖冬奥筹办进展、场馆常用代码介绍、志
愿者礼仪、助残知识、志愿者心理调适知
识与技能等内容，为冬奥志愿者储备力
量通用培训的重要部分，因此更具“实战
性”。

此外，本期交流营还组织参加过张
家口赛区相约北京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
动的志愿者和赛事服务领域管理人员代
表，与参训志愿者分享参加测试活动的
经验和体会，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冬奥

志愿服务开展热烈讨论。
“测试活动中志愿者的一天是怎样

度过的”“志愿服务中不同岗位的工作内
容是什么”“做好志愿服务工作需要怎么
的意志品质”……大屏幕上的一张张测
试活动志愿服务幻灯片，把志愿者们带
回到那段紧张有序的时光。

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下，如
何互相帮助共同完成志愿服务；个别大
学生志愿者因为想家而情绪低落，团队
成员如何及时关爱使其重新焕发热
情 ……参加过测试活动志愿服务的河
北北方学院心理学博士管西婷，向志愿
者们分享的是“团结就是力量”。

“参加本期交流营的收获太大了，不

仅学习了相关知识，更激励着我们不断
提升自己。期待能有机会成为赛会志愿
者，为冬奥提供志愿服务。”来自河北大
学 2019 级广告专业的志愿者段心怡
表示。

坚持“三个赛区，一个标准”，我省积
极推进赛会志愿者选拔培训工作。截至
2021 年 5 月底，我省冬奥会赛会志愿者
报名人数已达 17.9 万人，优中选优确定
了重点储备志愿者、骨干志愿者、核心骨
干志愿者。

为提升志愿者储备力量综合素质，
给他们“赋能”，我省组织推动全省志愿
者来源高校开展思想素质、心理素质、体
能素质、冬奥知识、服务礼仪、医疗常识
等方面的能力提升培训 300 余场，培训
志愿者 6 万余人次；不断增强线上培训
力度，配合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积极
研发23门相关课程，平均学习次数超过
1.5万次……

今年5月7日至5月19日，我省选派
71 名教师参加了北京冬奥组委联合共
青团北京市委、共青团河北省委举办的
冬奥志愿者培训师候选人培训。受训教
师返校后，将协助完成本校赛会志愿者
储备力量相关培训任务。

团省委冬奥工作专班主任李峥说，
接下来，他们将继续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突出省级重点培养与校级广泛覆盖
相结合，加大储备志愿者培训力度，为赛
时圆满完成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为迎冬奥骨干志愿者“赋能”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