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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城区至太子城沿线及冬奥核心区绿化工作基本完成

绿意盎然花草香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刘雅静

石墨烯发热服饰，3D打印碳纤维速滑冰鞋——

新材料装备研发助力冬奥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冬残奥志愿服务礼仪

位于张家口赛区京礼高速崇礼太
子城收费站附近的一处绿化工程区，绿
意盎然。

“你看，这是蒙古栎、樟子松，那边还
有云杉、白榆等，都是我们近期种的。”现
场负责人张东介绍说，他们从今年3月底
开工，按由里向外、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
绿化种植工作，6 月 10 日前完成种植
工作。

2016年至2018年间，崇礼区完成冬
奥绿化工程 45 万亩，全区有林面积达
235 万亩。今年，该区统筹各项造林绿
化工程，进一步提升冬奥核心区生态环
境品质和生态绿化改造效率。

为此，去年崇礼区聘请北京林业大
学规划团队，编制了《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生态景观统筹规划方案》

（以下简称规划方案），对太子城冬奥核
心区、生态廊道及头道营停车场等地生
态景观进行了统筹规划，力求视线范围
可达及景观建设无盲点，最终实现全域
不留白、绿色全覆盖，形成冬奥核心区
完整的生态绿地体系。

崇礼区林草局总工程师杨建中介
绍说，他们负责从崇礼城区至太子城沿
线及冬奥核心区绿化工作，包括城区至
太子城沿线生态廊道一、二期绿化项目
以及冬奥核心区绿化项目。

目前，生态廊道一期绿化已经完
成，共完成绿化面积 3661.5 亩，栽植油
松、樟子松、云杉、桦树、元宝枫、丛生五
角枫等乔木树种 18.8705万株，沙地柏、
胡枝子、连翘等灌木树种 208.6770 万
株，金红苹果、北美海棠等经济林树种
1.733万株，地被植物215169平方米。

生态廊道二期绿化包括农田整理
项目、慢行系统自行车道项目、水面及
绿化工程建设。

农田整理项目包括对二道营、三道
营、马丈子三个村的可视面耕地地埂全
面进行修复，工程在 2020 年 10 月底
完成。

自行车道项目，总长17.6公里，6月
26 日前全部完成滑膜工程，6 月底前已
完成两侧流坡覆土、种植沙地柏和播种
草籽任务，热熔划线工作从 6月 28日开
始到7月15日完成。

水面及绿化工程，包括在马丈子村
附近建设水面一处，占地 66 亩，其中水
面24亩，工程在2020年10月底前完成，
水面周边共栽植3米至6米云杉、白榆、
桦树等乔木464株，山丁子、山桃、山杏、
榆叶梅、丁香、绣线菊、连翘、珍珠梅等
灌木树种 830 株，地被植物 32030 平方
米，铺草皮 3353.39 平方米。第二个水
面在二道营村附近，占地 35 亩，其中水
面 16 亩，绿地面积 19 亩，共完成云杉、
落叶松、蒙古栎、白桦等各类乔木 171
株，栽植花灌木71株，7月底前完成整理
和木栈道安装，完成草皮铺设 12000 平
方米。

在客运中心两侧，泰和酒店附近及
红花沟隧道入口处，打造五个绿化节
点，共栽植乔木 2352 株，灌木 23.43 万
株，经济林 412株，铺草皮 2900平方米，
种草 936 平方米，播种草籽 6390 平方
米，目前已全部完工。

由北京林业大学统筹设计，绿化地
点包括一号路两侧、五号路两侧、云顶
支线、梧桐大道、环岛、遗址、京礼高速
出口以及奥运北路、云顶道路两侧山
地、云顶 U 型赛道对面、跳台对面等共
完成绿化面积近 2000 亩。目前已完成
乔木栽植 12.5万株，为实现冬奥核心区

“黄土不见天”，在核心区重要道路两
侧，加大了草坪铺设和沙地柏营造力度，
共铺草皮 7.22 万平方米，灌木 325.6 万
株，播种草籽 22.9万平方米。除部分地
段因施工，绿化工程暂时无法跟进外，其
余绿化工程已在6月30日前完成。

“保量的同时，我们努力提质。”杨
建中告诉记者，冬奥核心区以疏林草地
为主导景观形式，以异龄林加混播草花
为主要植物材料，严控树木规格与效
果，力求呈现近自然、乡土化的景观风
貌和特征。在生态廊道二次统筹中，加
减法并用，力求实现粗放与精细结合、
野趣与人工结合，打造既自然生态又清
晰有序的廊道景观。

张东介绍说，为实现景观呈现效
果，哪个树坑里种什么树种，这个树胸
径多大、多高，都严格按照规划方案种
植。环岛的那100多棵白桦、樟子松等，
当时跑了省内外20多个苗圃才找到。

记者在沿途看到，以前因施工裸露
的山坡已经喷上了草种，到处绿油油
的。“等所有绿化工程完工后，崇礼冬奥
核心区处处绿草茵茵，点缀着山间的野
花，一定更加美丽。”杨建中说。

北京冬残奥会赛时，如何更好地为残障人士提供志愿服
务呢？团省委冬奥专班主任李峥表示，志愿者首先需要具备
助残服务的基础技能，即手语技能、沟通技能、轮椅使用技能
和导盲技能。

为残障人士服务时，要尊重残障人士，尽可能地给予帮
助，建立起他们的信任感与安全感。在此过程中要遵循四
点，即倾听需求、征得意见、适度服务、语言尊重。同时，注意
不要过多地注视肢体残疾朋友的残障部位。

与视力残障人士交谈前，在距离一两米时，就应用声音
提示，然后再进行交谈。与坐轮椅的残障人士交谈，如对话
时间超过一分钟，志愿者最好采用蹲姿，此时双方的目光在
同一水平线上，体现了彼此的尊重。对上肢损伤和截肢残障
人士的服务，要先征求他们的意见。

与残疾人运动员交往，不仅要接纳、理解他们，还要用他
们的拼搏精神激励自己。向残疾人运动员表示祝贺，要注意
方式，如对乘轮椅的残疾人运动员，应躬身与其握手或拥抱，
也可使用合掌或抱拳等手势表示祝贺。

志愿者还应熟悉无障碍环境。北京冬残奥会赛时将举
办各类文化活动与交流活动，志愿者要陪同残疾人运动员游
览、购物，甚至是就医、就餐等等，就要对所到之处的无障碍
环境了如指掌，以避免给残疾人运动员带来麻烦。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采访整理）

“推广冰雪运动，继续为国而
战，我要为我国的冰雪事业贡献全
部力量！”7 月 9 日，北京冬奥会倒
计时 200 天系列宣讲活动走进河
北日报报业集团，我国首位滑雪项
目世界冠军郭丹丹激情昂扬的报
告，深深地感染了现场观众。

今年 42 岁、老家辽宁的郭丹
丹，对河北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她
对记者说：“崇礼是我的第二故乡，
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起点。”

郭丹丹自幼练习体操，11 岁
时成为一名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运动员。她17岁时，在国际雪联世
界杯澳大利亚站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比赛中，以女子难度系数最高
的B46动作一战成名，赢得了中国
滑雪项目在世界性比赛中的首枚
金牌。18岁时，她满怀希望地参加
了长野冬奥会，不想却意外受伤。
2001 年，她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
了赛场。

退役后，为了重新找到适合自
己的路，郭丹丹曾改换名字，开过
洗衣店、站过柜台……就在生活走
上正轨时，2002年冬，一个电话再
次把她拉回了魂牵梦绕的滑雪场。

电话是她的恩师——我国首
位滑雪项目全国冠军单兆鉴打来
的。其时，单兆鉴正为河北崇礼发
展大众滑雪牵线搭桥，因为滑雪教
练奇缺，他希望郭丹丹能重回滑雪
场，做一颗“火种”。

郭丹丹心底的火苗儿又被点燃
了。2003年初，当崇礼第一家滑雪场——塞北滑雪场开业后，
她买了张火车票，揣上500元钱，就坐上了开往崇礼的火车。

当时的滑雪场条件简陋，没有洗澡的地方，晚上睡觉时
小木屋四面漏风。郭丹丹也曾打过退堂鼓，但一个个滑雪爱
好者的学习热情和对她的高度信赖，又让她难说再见。

就这样，郭丹丹塌下心来，认真思考每一个教学动作，慢
慢摸索出了大众滑雪普及教学的一些方法。那些最初到崇礼
滑雪的雪友，都以接受过郭丹丹的指导为荣。她逐渐体会到：

“推广大众滑雪的成就感，和当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一样令
人兴奋，却更长久。”

在崇礼，郭丹丹不仅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还收获了
爱情。她动情地回忆说：“我和老公就是在崇礼塞北滑雪场认
识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被我们带到崇礼接触滑雪。”

为此，她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大众滑雪推广中，而崇礼
是她经常要“回去”的地方。崇礼的几大滑雪场，都留下了她
的足迹。

2011年，郭丹丹邀请世界杯自由式滑雪冠军李妮娜、冬
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韩晓鹏，以及冬奥会花样滑冰
双人滑冠军申雪/赵宏博等，组建了体育明星冠军滑雪队，一
起推广滑雪运动。此后，他们几乎每年雪季都到崇礼开展推
广活动。目前，体育明星冠军滑雪队队员已增加到68人。

郭丹丹还担任了崇礼区冰雪运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协助协会连续四年承办崇礼滑雪节，并策划举办了崇礼区金
牌教练评选、崇礼青少年杯滑雪比赛……

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后，郭丹丹
推广大众滑雪的信心更足了。她创办了聚动力（北京）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将大众滑雪推广从北京拓展到国内许多地
方。后来，她和女儿——北京市滑雪队单板滑雪运动员张阳
光子，都有幸成为了北京冬奥宣讲团的成员。

因为崇礼，因为冬奥会，河北是郭丹丹着力“扎根儿”的大
众滑雪推广基地之一。为此，她曾深入到定州市开元学校，迁
安市第三中学，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桥西外国语小学……

2020年，郭丹丹带领团队成员，走进三河市90所学校，推
广普及冰雪运动知识，开展旱地冰壶、轮滑、滑轮等冰雪体验活
动。她还投资近千万元，建设了三河市聚动力冰上运动中心；组
建了20余人的速度滑冰队伍，积极为省和国家输送优秀人才。

郭丹丹表示，作为北京冬奥宣讲团成员，她将向更多群
众讲述冬奥故事，传播冬奥精神。

7月14日，国际级运动健将任振华正在对杨金田教授团队研发的第二代碳纤
维速滑冰鞋进行场地测试。 河北日报通讯员 龙精华摄

日前拍摄的太子城冰雪小镇周围风景。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佳琦摄

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制造商研制
推出了流线型半封闭座舱式雪橇，从而
推动了本国雪橇运动的快速发展；1998
年长野冬奥会，荷兰速滑运动员因为采
用了一头可以脱开的新型冰刀鞋而取
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科技对
冰雪运动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记
者了解到，在我省正在实施的科技冬奥
专项中，有两个冰雪运动装备研发项
目，或将为冬奥筹办、竞技备战“添翼”。

石墨烯发热服饰项目
让人无惧室外零下30℃低温

7 月 12 日，衡水绿能嘉业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嘉业公司”）
的实验室里，一名工作人员身穿看起来
并不厚的衣服，在零下30℃的实验舱中，
似乎并没受到多少低温的影响，这是该
公司实施的省级科技冬奥专项项目——

“石墨烯发热服饰在冰雪运动中对个体
的热力保障应用”取得的研究成果。

“冬奥会时，众多人要身处超低温
环境。除了传统的羽绒服、棉服等保暖
方式，需要更安全、高效、保暖的科技化
热力保障方式。”绿能嘉业公司研发总
监王翊臻告诉记者，石墨烯是目前已知
的导热系数最高的一种新型纳米材料，
具有超高强度、超高导热系数，被业界
誉为“新材料之王”。

绿能嘉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石
墨烯应用技术开发及推广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近年来，他们专注研发石墨
烯柔性纤维技术与电子电路结合，应用
于个人在冰雪运动等低温环境下的石
墨烯发热服饰，先后取得了11项专利。

该公司总裁王敏说，在省科技厅科
技冬奥专项支持下，他们加大研发力
度，很快突破了石墨烯柔性织物发热材
料的低温启动和运行、快速电热转换等
关键技术。

据悉，此前市场上的石墨烯发热服
饰主要采用石墨烯薄膜技术

生产，存在不耐揉搓、不够柔软、不透
气、电阻易发生改变等问题。绿能嘉业
公司的科技冬奥专项，则通过对原有石
墨烯水性分散液的改造和编织工艺的
调整，结合定制化的电子电路智能化控
制系统，在安全电压供电情况下，使应
用石墨烯柔性发热材料的石墨烯智能
发热产品及热力保障应用能够安全稳
定有效运行。

王敏介绍说，他们研发的石墨烯发
热服饰兼具柔软、透气、耐弯折性能，可
以实现在零下 40℃超低温环境下的启
动，温度在38℃-52℃间调节，50次水洗
性能不衰减，而且多个区域发热，能很
好地满足人们在超低温环境下的工作
需求。

目前，该公司研发的石墨烯发热服
饰包括发热服装、发热围巾等，已完成
产品的打样设计，进入测试环节，具备
了在冬奥会等场景为有关人员提供超
低温天气环境下安全、便携、可重复利
用、高效热力保障的能力。

据了解，绿能嘉业公司将不断拓展
石墨烯发热服饰的研发生产，形成可更

广泛应用的个人石墨烯发热装备技术
方案。

3D打印碳纤维速滑冰鞋项目
让定制高性能冰鞋更合脚

7 月 11 日，作为河北经贸大学杨金
田教授团队中的一员，该校公共管理学
院副教授张卫坐在电脑前，认真查看新
一批速滑队专业运动员的脚型数据。
接下来，张卫将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
制造出新一批试验速滑冰鞋，为他们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速滑冰鞋研究提供更
多试验数据。

“采集脚型数据是我们的科技冬奥
专项中的重要一环，看起来简单，其实
很有讲究。”张卫介绍说，目前速滑运动
员定制冰鞋主要依靠采集运动员石膏
脚模来实现，存在采集过程复杂、效率
低、冰鞋制造时间长等问题。而他们将
三维扫描技术和足底 3D 打印技术结
合，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据介绍，他们通过大量采集速滑运
动员足底数据，对数据反复进行修正、
比对和验证，最终实现了足底数据与冰

鞋制造的高度契合。通过对运动员的
脚型扫描、足底压力测试，他们将建立
起速滑运动员脚型、足底数据库，为自
主研发更符合我国运动员人体工程学
的速滑冰鞋提供数据支撑。

河北经贸大学杨金田教授团队成
员来自河北经贸大学、河北体育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以及东莞
理工学院等多所院校。他们目前正在
研究的省级科技冬奥专项项目，全称为

“个体精准化碳纤维复合材料速滑冰鞋
的研发与示范应用”。该项目旨在采用
碳纤维高性能复合材料进行速滑冰鞋
的研发，通过建立速滑运动员脚型、足
底数据库，研发 3D 足底扫描和打印系
统，实现速滑冰鞋的个性化定制和快速
制造。

“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强度
高、耐腐蚀、变形小以及轻量化等特点，
可有效提升速滑冰鞋性能，并实现轻量
化制造，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表
现。”杨金田介绍说，目前世界上知名的
碳纤维速滑冰鞋多由美国、加拿大、意
大利、奥地利、荷兰等国企业生产，价格
是国产速滑冰鞋的几倍甚至十数倍。
为此，他们下决心将自主研发的碳纤维
速滑冰鞋性能提升到国际一流水平。

据悉，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发，杨金
田教授团队已进入第二代碳纤维速滑
冰鞋的测试。“我们通过运用生物力学
等技术手段，对第一代产品进行了评
测，并与国内外主流品牌碳纤维速滑
冰鞋进行了关键参数比对，结果比国
内高端速滑冰鞋重量降低 4%、冰鞋剥
离强度提升 7%。即将生产的第二代产
品，部分参数上甚至具备了与国外同
类产品‘掰手腕’的底气。”杨金田表
示，该项目研究截止期为 2022年 12月，
接下来，他们将加快自主研发碳纤维
速滑冰鞋迭代提升，力争早日实现对
进口品牌的“弯道超车”，为我国冰雪
运动发展增强“技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