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
他们将大力宣传张连印先进事迹，学习他知恩图
报、无私奉献的道德境界，心系国家、为民造福的
责任意识，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坚强品格和牢
记宗旨、服务人民的坚强党性，为实现强国梦强
军梦贡献力量。

“从保家卫国到植树造林，张连印同志在不
同的战场，践行着同一个初心，守护着同一个家
园。”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秘书处干部吕锋波说，张
连印先进事迹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们要持续学习好张连印先进事迹，切实做好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同时结合本职工作和当
前全省退役军人系统正在开展的“千名优秀退役

军人”风采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以张连印为代表
的各行各业退役军人先进典型，弘扬他们的精神
事迹，号召广大退役军人发扬退伍不褪色、退役
不退志的作风，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中再立新功。

在张连印的家乡山西省左云县，他的先进事
迹广为传颂。“老将军用18年如一日的坚持，为
家乡筑起了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两山论’，他的精神将指引我们永葆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自觉做到对党忠诚，对
人民赤诚。”左云县委组织部科员赵辉说。“我跟
张连印同志是一起长大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
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很不容易，

又从一名将军变为张家场村民，更不容易。他让
我们感动的同时，给了我们更多启示，那就是，做
人要做正直的人，做事要做造福子孙后代的事，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左云县张家场村党支部书
记张连功说。

“张连印同志在40年的军旅生涯中，铁心跟
党走，一心谋打赢，把全部的青春献给了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事业。退休后，本可以选择安度晚
年，却饮风咽沙，倾尽所有，身患癌症仍植树不
已，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好榜样。”承德市双滦区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赵永明说，作为省军区
系统的一员，一定要从模范人物先进事迹中汲取
奋进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强化练兵备战，积极投身
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为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作
出新贡献。

“很震撼，很感动！”张家口市塞北林场生产
经营科科长李文立至今已在造林绿化战线上工
作了将近20年，在了解了张连印的先进事迹后，
他深有感触地说，老将军解甲，本应颐养天年，但
他心系家乡，倾尽积蓄，绿化荒山、防风治沙，改
善生态、造福村民。作为务林人，更要以张连印
为榜样，把使命放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秉持
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推进国土绿化，精准提高
森林质量，增加生物多样性，为推进首都“两区”

建设贡献力量。
“我是退休了，没职务了，可我的党员身份还

在，这是我一辈子的‘职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也是我一辈子的义务。”张连印这一席话，让
被称为“大校村官”的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大庄片区党总支书记石炳
启感触颇深。石炳启表示，张连印为千千万万党
员干部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自己要学习时代楷模
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一
心一意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团结带领乡亲们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记者赵建、董琳烨、尹翠莉、陈宝云、李艳
红、王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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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火种抵达北京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姬烨、汪

涌、董意行）20日，奥运火种再次来到北京！从
希腊古奥林匹亚采集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
种，将开始在神州大地的展示和火炬接力活
动，这也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大幕即将开启。

20日清晨6时许，随着北京冬奥组委赴希
腊代表团抵达首都机场，北京冬奥会火种顺利
抵达北京。北京冬奥组委特别代表——北京
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手持火种灯走出舱门。

火种欢迎仪式于当天上午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北侧的奥林匹克塔举行。这里曾在
2008年见证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会，
而在明年2月4日，“鸟巢”将上演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北京也将随之成为世界首座既举办

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
火种欢迎仪式首先通过视频回顾了在希腊

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火种采集和交接仪式。伴随
全场期盼的目光，北京冬奥会火种灯进入了活
动现场。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
奇接过燃烧的火炬点燃仪式火种台。熊熊燃烧
的奥林匹克之火，将在中国人民心中重燃奥林
匹克运动的激情和梦想。

随后，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
副主席张建东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展
示和火炬接力计划。在疫情防控背景下，按照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
坚持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将传统火炬
接力与火种展示活动结合起来，创新打造北京

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
火炬接力活动以“迎接冰雪之约 奔向美

好未来”为主题，以“健康·欢乐·活力”为口号，
精简传递规模，增加展示活动，将分为火种展
示、传统火炬传递和网络传递三个部分。

根据安排，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后，首先
将结合奥林匹克火炬接力主题展览，在奥林匹
克塔进行展示。部分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和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将结合企业公益
项目，广泛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冬奥会理
念。在冰雪资源较为丰富、冰雪运动基础较好
的地区，也将结合各种冰雪体育文化活动进行
展示。

2022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京、延庆、张

家口三个赛区将开展传统的火炬传递活动，共
有约1200名火炬手参与传递。北京赛区火炬
接力着重彰显“双奥之城”的独特魅力，延庆赛
区着重展现“最美冬奥城”的全新形象，张家口
赛区着重展示打造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
的丰硕成果。此外，北京冬奥组委还将开展火
炬网络宣传推广活动。

仪式尾声，伴随火炬主题歌曲响起，火种
被再次引入火种灯，并被护送至奥林匹克塔天
穹厅，正式开启了火种展示活动。

仪式现场，北京冬奥会仪式火种台首次亮
相，其创意灵感来自中国传统青铜礼器——
尊。与此同时，火种灯、火炬接力标志和火炬
手服装也首次在国内亮相。

10月20日，北京冬奥会
火种抵达北京。当日，在北京
奥林匹克塔举行的北京冬奥
会火种欢迎仪式上，承载着
火种的火种灯分外引人瞩
目。这个通体红色的火种灯，
身上满是河北元素，因为其
外形设计灵感正是来自于

“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
宫灯。

据北京冬奥会火炬外观
设计师李剑叶介绍，北京冬
奥会火种灯创意之所以源自
西汉长信宫灯，是希望借“长
信”之义，表达人们对光明和
希望的追求和向往。他表
示，长信宫灯的造型非常古
朴，而且非常优美、优雅。在
保留长信宫灯基本外形的基
础上，设计团队又对其进行
了现代化处理，让其整体造
型更简洁，比例看起来更加
现代化。

在借鉴长信宫灯外形的
同时，设计团队是怎样把它
进行现代化处理的？李剑叶
说，设计团队首先保留了长
信宫灯简洁的整体造型，然
后采用可再生的铝合金材
质，凸显出了设计理念中现
代、环保的意识。再加上火
种灯下部双层的玻璃结构，
就形成了一个既饱含传统中
国文化意味、又极富现代感
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

在吸引眼球的外观之下，北京冬奥会火种灯也非
常实用。

火种灯的首要功能，是确保奥运火种在不同地点之
间运输时不会熄灭。为了达到这样的功能，设计团队在
设计之初，对火种灯进行了不少结构上的创新。李剑叶
举例说，火种灯的玻璃部分采用了双层结构，既保证了
火种不容易熄灭，也保证了足够的进气量，让里面的火
种燃烧足够充分，不会产生黑烟、积碳的问题，从而也让
火种灯的玻璃部分外观一直保持晶莹剔透的效果。

此外，火种灯的顶部采用了隐藏式通风管道的设
计。李剑叶介绍说，这是因为传统的火种灯外形来自
于矿灯，为了实现功能上的一些需要，会保留一些开
孔，因此显得比较粗犷。为了让北京冬奥会火种灯显
得更优雅，设计团队进行了很多技术细节处理，最终设
计出了隐藏式的通风管道。

这些设计是为了确保北京冬奥会火种灯即便遇到
大风、低温等环境影响也不会熄灭，体现出其生生不息
的特性。那么，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可以抵抗多少级
的大风呢？

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种灯设计团队的一员，天猫精
灵团队工业设计师洪文明介绍说，北京冬奥会火种灯
可以在5-6级风力下实现火焰不熄灭。这是因为在外
部大风试图通过通风管道进入火种灯的时候，火种灯
双层结构之间的导流通道能够在火种灯内部有效达到
泄压的作用，确保外部的风不会轻易影响到火种灯里
的火焰，确保火种始终燃烧。

与此同时，设计团队还给火种灯设计了有效补充
气体的通道，确保火焰始终在一个较为适合的高度燃
烧。在这个适合的高度上，火焰可以进行最为充分的燃
烧，从而达到无烟效果，让防尘网不积灰、火焰燃烧无
异味。

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计划公布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计划公布

传统火炬传递将在三个赛区进行传统火炬传递将在三个赛区进行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这是在奥林匹克塔天穹厅展出的北京冬奥会火
种灯（10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汪 涌摄

10月20日，在北京冬奥会火
种抵京后，以“迎接冰雪之约 奔
向美好未来”为主题、“健康·欢乐·
活力”为口号的北京冬奥会火炬接
力计划也正式公布。北京冬奥会
的火炬接力如何进行，又有哪些不
同以往的特点呢？

◀10月20日，在火种欢迎仪式上，护卫人
员手持火种灯。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10月20日，护卫人员将北京2022年冬奥会
火种收集到火种灯中。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考虑防疫精简规模
简约而不简单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王向豫介
绍，本次火炬接力的规模、时间和方式等计划安
排，是严格遵循“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与国际奥委会反复
沟通协商确定的。体现出三方面特点：

一是坚持简约办奥。接力计划落实简约
办奥需求，在保证接力活动传播奥林匹克精
神，展示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
力，激发群众关注、支持和参与奥运会热情等
作用的同时，从实际出发，适应疫情下奥运筹
办的新要求，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资源，简化
规模，突出特色，努力把传递活动办得“简约
而精彩”。

二是确保活动安全。当前全球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疫情防控总体稳定但
时刻不能放松。本次火炬接力工作本着“以人
民为中心”的原则和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负责
的态度，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适当缩减传
统传递路线和时间，相应减少传递人员数量，将
严格遵循疫情防控要求并强化防疫工作保障
措施，确保火炬手和参与传递活动的相关人员
安全，确保传递活动和冬奥赛事安全有序。

三是注重实际效果。北京冬奥组委和火炬
团队前期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筹备工作，
精心设计传递方案，力争通过火炬接力展示办
赛城市地区的文化风貌，展示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各族人民蓬勃向上的精
神风貌，将活动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创新形式内容
火种展示与传统传递结合

“本次火炬接力计划注重创新形式，不仅
保留传统火炬传递，还增加火种展示活动。这
将更好地宣传奥运理念和火炬接力文化，让广
大群众近距离观看奥运火种，了解火炬接力的
悠久历史和承载的意义，感悟奥林匹克精神。”
王向豫说。

火种展示按时间顺序将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在北京奥林匹克塔结合奥林匹

克火炬展览进行火种展示。在隆重的火种欢
迎仪式后，火种安放在奥林匹克塔天穹厅，免
费向观众展示，广泛宣扬奥林匹克精神，动员
大家关注、参与北京冬奥会。

第二阶段，部分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和
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结合企业公益项目

进行火种展示。赞助企业对冬奥会支持很大，
火种展示将走进赞助企业，与它们支持的体
育、文化、教育、社会项目相结合，传播奥林匹
克精神和北京冬奥会理念。

第三阶段，在冰雪资源丰富、冰雪运动基
础较好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
天津市等地进行火种展示。这些地区冰雪资
源较为丰富，冬奥文化基础较好，主题展示将
与当地既有节庆活动相结合，如雾凇冰雪节
等，能够最大限度体现冰雪文化，带动群众热
情，放大宣传效果，充分展示冰雪运动的魅力
和风采，展现中国的冰雪资源和人文风貌，点
燃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实现冬奥会“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传统火炬传递将在北京冬奥会三个赛区
进行。

传递路线立足展现北京、延庆、张家口赛
区的冰雪资源、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和双奥遗
产，呈现沿途的自然、历史、人文特色和现代化

风貌。时间安排在2022年2月2日至4日，共有
火炬手1200名左右。

北京地区火炬传递围绕新发展理念，契合
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展现绿色北京、人文
北京、科技北京发展战略建设成果。

张家口地区火炬传递以冰雪文化、历史文
化、长城文化、工业文化为载体，以践行生态文
明理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效作为
重点展示内容，凸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加速
发展的态势。

新锐科技助力
设置火炬传递网络宣传互动

火炬传递社会关注度高，必须在安全可控
前提下进行。

火炬传递将在传递城市选择部分有代表
性、有特色、安全可控的场地开展，控制观众规
模，制定疫情防控方案。火炬传递注重电视和

网络转播效果，充分考虑传递点位的展示内容
和沿途景观。

此外，本次火炬接力计划特别设计了富有
特色的火炬网络宣传部分。将通过新锐前沿
的科技手段和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让更多人
特别是青年人参与到火炬接力活动中。广大
网民可通过AR、VR、话题挑战等多种互动形
式，共享北京冬奥盛会。

在“科技冬奥”项目的支持下，火炬传递
将融入更多科技元素，以人机共融等方式实
现跨域火炬传递，灵活展现科技与冬奥文化
的结合。

王向豫表示，虽然此次火炬传递活
动时间、参与人数等方面有所压缩，但
是采取了展示与接力相结合、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等方式，火炬接力方式体
现出简约、自主、更具体验感的特点，
形式更丰富，涉及面更广，让更多的
人能够享受新颖动感、丰富多彩、
充满科技和知识体验氛围的互
动式、沉浸式体验，共享奥运盛
会。希望通过与众不同、具
有中国特色的传递形式和
传递过程，让全世界人民
感受中国蓬勃向上的体
育文化，体会每个中国
人参与奥运、支持
奥运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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