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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办赛

作为“双奥之城”的主承载区，朝阳区内
有国家体育馆“冰之帆”、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3个竞赛场馆和
8 个非竞赛场馆。“目前，各场馆服务保障工
作有序开展。”发布会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孟锐表示。

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朝阳区坚持冬奥防
疫和城市防疫“一体推进”，实行“一馆一策”

“一店一策”，将保障酒店划为5个片区，安排
10 名经验丰富的疾控专家定向跟进，包括
1200人的朝阳医护防护团队进驻场馆、涉奥
酒店、交通场站等80余个点位，坚持“人、物、
境”同防，累计进行核酸检测68.1万人次。

同时，对食材采购、餐食加工制作、封装
配送、垃圾清运等重点环节实施全流程监控，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科学合理安排饮食，丰
富餐饮种类，满足各类人群差异化需求。截至
目前，累计供餐123万人次。

位于朝阳区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

是北京赛区最大的户外场馆运行区域，公共
区内分布着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 2 个
竞赛场馆和 2个非竞赛场馆，将举办 75场体
育赛事和32个比赛项目颁奖仪式，每日约有
各类车辆2000车次穿行公共区。

孟锐说，该公共区已做足准备。区域内共
设置 13 处安检口，搭建了赛事服务、志愿者
之家、医疗站等41000平方米临时设施，赛时
为观众提供安检、咨询、医疗等各项服务。公
共区内还设置了 4 处大型艺术景观，为观众
提供打卡点，位于鸟巢西侧的“五环”三色带，
也为各转播商节目制作提供了转播背景。

海淀区是北京冬奥会两大竞赛场馆——
五棵松体育中心和首都体育馆的所在地。海
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林航介绍，该区共投入
服务保障人员18.8万人次，实现“三区三线两
场馆”等117个点位保障任务落位布图和“一
办一中心十六组”调度运行机制高效有序
运转。

海淀区创新资源非常丰厚。该区聚焦科
技防疫、智慧服务、超高清显示等多个领域，
强化前沿技术和科技产品运用，启用智慧场
馆运营中心、设计科技冬奥应用场景，搭建
当代商城 8K大屏，利用空间计算操作系统、
导引服务机器人、消毒机器人等科技项目，
支撑赛事运行保障工作更精细、更高效、更
便捷。

石景山区是北京冬奥组委总部、主运行
中心、交通指挥中心、技术运行中心、电力运
行中心、制服和注册中心所在地，是北京冬
奥会的“指挥大脑”和“大本营”。同时，
北京城区内唯一的雪上项目比赛场
地——首钢滑雪大跳台也坐落
于此。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齐春利表示，
2022年1月20日，石景山
区赛时运行指挥系统全

面启动，目前，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均平稳高效
有序运行。

该区还在全区负责服务保障冬奥会、冬
残奥会运行的场馆团队、安保点位团队、志愿
服务团队等6类重点点位及151个社区中，广
泛成立“冬奥先锋党支部”。通过发出倡议的
形式吹响“集结号”，全面带动 1000 余家区、
街、社区三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
和14万社区“老街坊”参与冬奥各项工作，凝
聚社会各方力量为冬奥作贡献。

“双奥之城”全力做好场馆服务保障
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2月 8日早晨 8时许，走出位于
北京延庆区新兴小区的家，一出楼
门，北京延庆海陀农民滑雪队队长
郎恩鸽便站住脚，向北边不远的海
陀山望去。

最近，每天一出家门，第一时间
远眺海陀山，已经是郎恩鸽的习惯。

白雪皑皑的海陀山上，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
事正酣。他们滑雪队的几名队员，
也已提早进入闭环，在赛场里参与
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北京延庆海陀农民滑雪队是北
京市乃至全国第一支由草根农民组
成的滑雪队。身为这支滑雪队的发
起人和队长，2 月 3 日，郎恩鸽作为
一名光荣的火炬手，参加了2022年
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

谁能想到，这位年轻有为的火
炬手、潇洒的国际滑雪教练，六年前
还是一名挥舞着羊鞭的“羊倌”。“过
去我拿着羊铲，现在我拿的是雪
板。因为冬奥，我把爱好变成可以
实现的梦想。”郎恩鸽说。

1989 年出生的郎恩鸽是张山
营镇田宋营村的一名普通农民，放
羊曾经是他每天的工作。申办冬奥
成功后，延庆区的冰雪运动氛围一
下浓厚起来，同时开始封山育林、保
护生态。从小喜欢滑雪的郎恩鸽一
寻思，索性卖掉了家里的 300 多只
羊，召集几位发小儿，一起在家附近
的万科石京龙滑雪场练起了滑雪。

2017年7月，在当地镇、区两级
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延庆海陀农民
滑雪队成立。滑雪队首批 18 名队
员，全部都是张山营镇土生土长的农民，雪龄平均10年左右。

在延庆区体育局的帮助下，2017年 12月，队员们接受了
第一次专业滑雪技术培训，其中有11名队员取得瑞士国家职
业滑雪指导员证书。

拿证第二天，郎恩鸽就带队去了当地的姚家营中心小学，
给小学生介绍滑雪运动。截至目前，郎恩鸽已带领滑雪队义
务给 12000多名中小学生、中青年农民和青年志愿者讲解滑
雪基础知识，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的教授下体验到了冰雪
乐趣。

“现在我们村不会滑雪的人没几个。”郎恩鸽说，有位农民
第一次来体验时，既新鲜，又害怕，后来他不仅把儿子、媳妇
带来了，还带来了村里几十口子人。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奶

奶，刚开始陪孙女来滑雪，后来自己也勇敢地走上了雪
道，甚至现在还能从高级道滑下来。

“我们队员做的工作基本都是义务的，只有一点点
车补和饭补，很多人还有自己的工作，但大家都是克

服困难从不缺席。”郎恩鸽说，他们就想让更多百
姓了解滑雪，走进滑雪场，进而爱上滑雪运动。

目前，该滑雪队有预备队员 68 人，其中 33 人取得国
家级滑雪指导员证书。冬奥会期间，除了几名队员进入闭

环参与冬奥赛事服务保障之外，还有40多名队员作为城市志
愿者为中外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郎恩鸽的儿子今年 5 岁，从年前开始，他便给
孩子报了当地一家室内滑冰的培训班——每天半
天体能训练，中间一个小时跑步，下午再进行半天

的上冰训练。虽然训练强度很大，但儿子仍对上冰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让郎恩鸽打心眼儿里高兴。

郎恩鸽计划着北京冬奥会结束后，带领队员们实
现转型就业，用更加专业、体系化的培训，带动更多青少

年参与冰雪运动，感受冰雪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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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有我

“大爷，
请 问 您 知 道

‘双奥社区’在哪
儿吗？”
“你这是考我呗？

这儿就是双奥社区。”
2月 7日一早，笔者来

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仓
南胡同附近，路遇穿着运动

衣、刚刚锻炼完的一位老先生。
他告诉笔者，顺着胡同往东走，

很快就能看见中国第一个以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为主题的开放社区
公园——北京东四奥林匹克社区
公园，那里是全球首个“双奥社区”
东四奥林匹克社区群众参与冬奥活

动的重要场所。
“去看看吧，冬奥气氛可浓了！今儿天好，

奥运雕像拍出来肯定好看。”身材和气色都超
级棒的老先生自豪地说。

他口中的“奥运雕像”，在东四奥林匹克
社区公园里，一共有三组：“奥运大家庭”浮雕
墙、国际奥林匹克人物组雕和奥运火种雕塑。

三组雕像为占地面积10800平方米的社区公
园增添了浓浓的奥运味道。

“奥运大家庭”浮雕墙对面，一组“冬奥项
目”展板沿着红色塑胶跑道延伸，居民可以边
走边看。奥运火种雕塑两侧，则是冬奥会吉祥
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的雕
塑，这一对新加入的小伙伴，最受居民欢迎。

东四街道与奥林匹克有缘。早在 2002
年，东四街道以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组委会入驻为契机，提出建设东四奥林匹克
社区的构想，开启了以体育文化活动为依托，
吸引辖区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的创新性社区
建设模式，将奥运精神融入社区建设。东四奥
林匹克社区也成为世界首个以“奥林匹克”命
名的社区。

其后，随着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东四
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等相继落成，奥
林匹克社区功能进一步完善。特别是2008年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更将奥运记忆深深镌
刻在社区群众的心中。

2022年，该社区又申请创建了冬奥示范
社区，成为“双奥社区”。该社区对现有设施进
行一体化设计、针对性修缮，积极为举办赛会

做好服务保障，开辟场所引导居民体验冰雪
运动，为群众参与冬奥营造良好环境。

此时，一队穿着红白相映运动服的少年，
正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奥运火种雕塑前
的小广场上排练歌曲。他们歌声稚嫩、表情
自信，和着歌声动作舒展，引得观众越围
越多。

东四街道有支“双奥社区志愿服务队”，
以青少年为主体，结合冬奥会开展冬奥大讲
堂知识普及、冰蹴球体验等活动，让更多市民
共同参与冬奥活动。此时，该服务队负责人赵
俊杰老师站在孩子们对面，用心观察着他们
的动作和表情，“再过10天，孩子们要在东城
区冬奥文化广场的一场活动中表演，今天既
是正式演出前的排练，又借此机会向社区居
民宣传冬奥，宣传奥运文化和奥运精神。”

社区志愿服务队建立的时间大致与北京
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成功的时间相近。从那
以后，孩子们就积极参与社区结合北京冬奥
会开展的冬奥大讲堂、冰蹴球赛等活动。“他
们让北京东四这个最能体现古都老城气象的
著名社区，以健康向上的新风貌，迎接冬奥、
走向未来。”赵俊杰感慨地说。

走进全球首个“双奥社区”北京东四奥林匹克社区

让奥运精神融入社区生活
刘采萍

▶冬奥会北京赛区闭环内，
公交车保障人员出行。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摄

北京赛区 高效有序运转，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众所周知，雪上项目受天气影响很大，特
别是高山滑雪项目，对天气预报的要求更加
严苛。此外，雪车、雪橇项目是高风险项目，
运动员在比赛和训练过程中非常容易受伤。
作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的所在地，这些客观情况对延庆区的气象和
医疗服务保障都提出了高要求。

“为做好冬奥气象服务保障，我们成立了
由49人组成的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分中心，
进行全方位的气象服务保障。”发布会上，北
京市延庆区委副书记黄克瀛说，延庆赛区建
成了“三维、秒级、多要素”的冬奥气象监测网
络，为冬奥赛事和城市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监
测数据基础。此外，还建立了“分钟级、百米
级”冬奥预报服务系统，实现了延庆赛区100

米分辨率十分钟跟进循环，可模拟近百个天
气形势下延庆赛场三维气象高清模拟数据
集，做到零到十天无缝隙实时预报预警。

为做到精准预报，延庆赛区还在核心区
建立多个气象观测点位，其中最高的观测点
海拔达到2198米。

在医疗服务保障方面，黄克瀛表示，延庆
区在筹备办赛和赛时过程中，始终将保障运
动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作为
重中之重的首要关切。

在风险最大的高山滑雪项目中，该区在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设置了4个运动员医疗
站、2个观众医疗站，另外还有20个FOP医疗
站，同时还安排了 8个救护车组、2架直升机
参与救援。场馆的医疗团队里包括外籍滑雪

医生、国内滑雪医生、医疗站
人员等共180人。

在 场 馆 外 ，该 区
在延庆医院专门建设了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该中
心目前有 108 人的医疗保
障团队，其中北医三院派驻到
医疗保障中心的有41位专家，市三
级专科医院支援了7位专家。截至
目前，该区冬奥医疗保障中心已累
计为 121 名涉奥人员提供医疗服
务 ，其 中 包 括 7 名 运
动员。

▲北京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里
的奥运火种雕塑。 刘采萍摄

▲北京市海淀区冬奥住宿保障签约饭店北
京香格里拉饭店，通过设置智能雾化测温消毒
门、采用消毒机器人等方式做好新冠疫情防
控。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
智 通讯员姚伟强）从河北
省林草局获悉，近日，北京冬
奥组委向河北省人民政府致
感谢函，对其向北京冬奥组
委无偿捐赠核证完成的 57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林业碳汇
量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北京携手张家口申
奥以来，河北省全面推进张
家口市造林绿化，相继实施
了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京
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冬
奥绿化、张家口市及承德坝
上地区植树造林等国土绿
化重大工程，2014 年以来完
成营造林 1643 万亩。为助
力冬奥会实现碳中和，张家

口市委托专业机构完成了
50.09 万亩新造林碳汇量的
监测与核证工作，并确定碳
汇量约为 57 万吨二氧化碳
当 量 。 2021 年 底 ，依 据 计
量、监测和核证报告，河北
省人民政府向北京冬奥组
委致函，正式将 57 万吨碳
汇量无偿捐赠给北京冬奥
组委。

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张家口市森林面积大幅
增加，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冬
奥核心赛区林木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张家口市已经由
沙尘暴加强区变为阻滞区，
空气质量在全国 74 个监测
城市中排名靠前。

河北捐赠57万吨碳汇量助力冬奥

在郎恩鸽（左）的义务教授下，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
了冰雪乐趣。 受访者供图

延庆赛区 专业服务保障，为赛事安全“保驾护航”

赛场内，奥运健儿奋力

拼搏；赛场外，场馆服务保障

一刻不停。从 2 月 9 日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行的

北京冬奥场馆服务保障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北京市

朝阳、海淀、石景山、延庆四

区牢牢把握“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持续优化场

馆运行和赛事组织，全力做

好冬奥场馆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