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66
20222022年年22月月1616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版面编辑版面编辑：：米彦泽米彦泽

视觉编辑视觉编辑：：孙涛孙涛

携手办赛

冬奥有我

冬奥会赛时恰逢中国春节、元宵节。
北京市各个冬奥文化广场，都洋溢着浓郁
的冬奥“年味儿”。

“‘金钩吊银圈，姐妹隔座山。若要来
相会，需到天色晚。’这个谜语的谜底是灯
笼！”2月15日是元宵佳节，位于海淀公园
内的海淀区冬奥文化广场举行了“猜灯
谜”活动，每个人最多可猜5个谜面，按猜
对的谜底个数会有相应的小礼品赠送。市
民纷纷参与竞猜。

“太神奇了，这幅画上的每个字，仔细
看居然都是一个奥运项目。”海淀区冬奥
文化广场内还推出“迎冬奥冰雪艺术展”，
其中，一幅大型版画《中华锦绣》让不少观
众赞叹不已。

该广场内的“冰雪之梦——剪纸艺术
作品展”则展出了20余幅由乒坛老将、体
育剪纸艺术家邓蓉蓉历时两年创作的长
幅剪纸作品。这些作品有《残奥冬季两项》

《残奥冰球》等，将中国书法国画韵律感与
剪纸艺术的抽象感相结合，尽展冬季运动
项目的激情与活力。

在位于金中都公园南部区域的北京
西城区冬奥文化广场内，记者看到，这里
布置了冬奥文化知识展板 20 个、冬奥体
育运动项目展示和雕塑32个。其中，多个
可爱的“冰墩墩”“雪容融”组成的吉祥物
矩阵吸引市民纷纷拍照打卡。

冬奥会发展历程、我国在历届冬奥会
上的精彩表现、历届冬奥会徽章展示、70
部经典国内外体育题材电影海报……2

月 12 日下午，在北京市冬奥文化广场之
一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内，“冰雪冬奥，银幕
筑梦”电影与体育主题展吸引了大批观众
驻足。该馆冬奥会赛时还免费向公众展映
33部体育题材影片。

“真没想到体育题材的电影有这么
多，我看了几部，感觉自己的冬奥知识库
又丰富了不少。”北京市民王广笑着告诉
记者。

作为冬奥文化广场，文艺演出必不可
少。从北京市文旅局获悉，北京市16个冬
奥文化广场每天都有文艺演出。演出阵容
既有专业艺术院团演员，也有业余群众文
化团队，包括杂技、快板、舞狮、广场舞、合
唱、武术表演、朗诵等市民喜闻乐见的艺
术形式。

2月7日下午1时，在昌平区冬奥文
化广场，伴随着《一起向未来》的动人
旋律响起，越来越多的市民闻声赶
到。从歌曲、相声，到戏曲、舞蹈，来
自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员们围绕冬
奥主题，带来一个又一个精彩纷
呈的节目。

4岁的然然是台下最小的观
众。尽管天气寒冷，但小姑娘全程
目不转睛，看得兴致勃勃。“我们就
住附近，听说这边有活动，专门带
孩子来的。”考虑到室外温度低，妈
妈沈艳平给女儿裹得严严实实，“演
出挺好的，能让孩子在家门口就感受到
冬奥会的氛围。”

2月12日傍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
里再创纪录。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高亭宇以打破奥
运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实现了中国男子
速度滑冰在冬奥赛场金牌零的突破。

电视机前，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工
程部部长孟亚丹见证了这一激动时刻。当
镜头扫向场馆远景，看到“冰丝带”屋面
时，他的内心感到一份荣耀。屋面所使用
的密闭索是由他们公司自主研制的，打破
了国外同类产品垄断，填补了国产索在国
内大型场馆的应用空白。

“冰丝带”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
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体育馆，曾
被业界称为“世界级建造难题”，其中最为
困难的环节是屋面“编织”。按照传统的做
法，要用掉4000吨左右的钢材，但如果采
用创新的“天幕编织”，只需要不到 1000
吨的钢材。

进行“天幕编织”，关键“零件”是一种
被称为“高钒密闭索”的密闭钢丝绳，这种
密闭索密封性能好，承载能力强，10厘米
能承受 500 吨力。但是，高钒密闭索的生
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发达国家，以前全
部依赖进口。

2017 年，获悉国家速滑馆的建设用
材需求后，巨力索具立即组织开展研发，

进行生产线改进。“虽然当时还不确定国
家速滑馆是否会使用国产产品，但只要有
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孟亚丹
说，他们组成了强有力的研发团队，整个
研发生产过程共投入四百余人，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难题。

高钒密闭索索体采用密闭钢丝绳，内
层采用圆钢丝，外层采用 2至 3层 Z 型钢
丝。该Z型钢丝需要用圆形盘条经过多次

拉拔才能成型。但国内能提供高品质圆形
盘条的厂家并不多，巨力索具派员到每一
家企业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上海宝钢集
团的产品。

Z 型钢丝的模具设计和生产线匹配
也是很大的难点。巨力索具通过电脑三维
设计软件，经过反复计算、多次模拟，形成
独特的生产工艺。他们还对设备进行技改
提升，优化了控制软件，提高了设备精度。

仅该生产线就获得了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下足真功夫、硬功夫，仅用 4 个月时

间，巨力索具下线了第一批产品。2018年
10 月，在业主、监理、总包、设计院、第三
方检测单位共同见证下，密闭索完成了弹
性模量试验、索夹滑移试验、静载破断试
验等型式试验，所有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
要求，价格却只相当于同类进口产品的
1/3，工期相比进口索省了一半。

“我们破解了‘卡脖子’技术，让‘冰丝
带’用上了第一根国产高钒密闭索。”孟亚
丹自豪地说。

2020 年 5 月，国家速滑 馆 斩 获 2019
年 度 中 国 钢 结 构 行 业 的 最 高 工程大
奖——中国钢结构金奖年度杰出工程大
奖。巨力索具“冬奥索”的品牌效应也愈发
凸显。年关刚过，位于保定市徐水区的巨
力索具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开足马力，
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服务冬奥，为我们企业带来了新发
展。”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宁艳
池说，这两年对高钒密闭索的市场需求明
显增多，每年市场需求量按照20%至30%
左右速度递增。继国家速滑馆项目之后，
巨力索具又承接了三亚新体育中心、上海
浦东足球场、大连梭渔湾体育场等十多个
国内重点工程。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
“像现在‘一墩难求’的冰墩墩，既
受到奥林匹克标志保护，也同时
受到专利、商标和版权的保护，可
以说是既穿着晶莹透明的‘冰糖
外壳’，也戴着严密无形的‘知识
产权保护罩’。”2月14日，在2022
北京新闻中心举行的全面加强冬
奥知识产权保护专场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司 司 长 张 志 成
表示。

据介绍，截至目前，国家知识
产权局对 63 件奥林匹克标志予
以公告保护，推动及时披露被许
可人信息；对北京冬奥组委提交
的14件专利申请和315件商标申
请予以保护。

近期，北京快侦、快诉、快判一
起制售盗版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
容融玩偶案，犯罪嫌疑人任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4 万
元，成为全国首例侵犯北京冬奥吉

祥物形象著作权刑事案件。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汤

兆志表示，从版权角度而言，除了
法律特别规定，比如《著作权法》
规定的，为个人的学习、研究、欣
赏而使用作品，或者为了新闻报
道，媒体中不可避免的再现一些
作品的内容，除了这些合理使用
的情形外，其他未经许可的著作
权意义上的使用行为，都可能构
成著作权侵权。

“截至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共查办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
权案件240余件。”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王松
林介绍，从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违
法行为主要集中在未经权利人许
可，在产品、广告宣传、网站发布
的内容中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他
们将持续推进奥林匹克标志知识
产权保护专项行动，着力提高执
法效能，保持对侵权违法行为的
严厉打击态势。

2月4日晚，伴随着经典歌曲《想象》的
旋律，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24名轮滑青年
身着红色表演服，将轮滑动作与街舞动作
完美融合，在地屏上“滑开”漫舞的雪花，滑
出既像跑道又像中国结的线条，继而引出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
格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致敬人
民》环节的这段精彩轮滑表演给观众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些轮滑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承德
的小伙子。他叫张国伟，今年 21 岁，是北
京体育大学冰雪运动学院速滑专业的一名
大二学生。

节目中，24 位轮滑青年被分为四组，
张国伟是二组的领队。表演时我们看到，
伴着深情的音乐，每组的滑行轨迹如同一
根线，四根线不断延伸交叉，最终形成了类
似中国结的造型。而这四根线中，二组是
承担交叉任务最多的一组，与别的线要做
五次交叉。

张国伟就是这根最复杂的线的“领滑
人”。他的滑行会推开地屏上“覆盖”的雪
花。“地屏带有动作捕捉互动系统，可实时
捕捉演员行进轨迹，相当于我滑到哪儿，雪
花推到哪儿。”张国伟解释，最终形成“中国
结”的那些蓝绿色线条的轨迹是确定的，如
果推开雪花的轨迹出现偏移，那意味着线
条就会被覆盖在雪花之下，最终无法呈现
预想的轨迹造型。

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如何保
证滑行轨迹的精确？“只能练呗。”张国伟干
脆地回答。

在张国伟的脚踝处，有两块儿特别明
显的褐色的死皮，这是连续 4 个月高强度
练习留下的痕迹。“轮滑鞋再舒服，穿两三
个小时没事，但扛不住一天穿十来个小时，
而且还是一直滑。”

尤其是2021年12月31日到2022年1月7日的集中训练，他们每天
从早上9时，一直练到晚上11时，“这几天如果练不出来，我们就直接回
家过年了。”

靠着不计其数的练习形成的“脚感”，他们的表演最终得到了认
可。可当他们从北京体育大学的场地站在“鸟巢”的表演地屏上时，挑
战又来了。

地屏上“飞舞”的雪花如同一条湍急的河流，流动的效果会给俯身
滑行的人造成强烈的眩晕感。第一次上地屏，一个队员滑着滑着就摔
地上了。所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困难。

对于这场冬奥盛会，张国伟有着超乎常人的期待。他说，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北京冬奥会甚至直接影响了他的大学报考方向。2020年，
张国伟被北京体育大学的冰雪运动学院录取。虽然从小在承德武烈河
滑冰，但考大学之前，张国伟的训练项目一直是田径、投掷等。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大大推动冰雪运动的普及，当时报考志愿的
时候，我想着，错不了，就它了。”张国伟说。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张国伟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准备考研。他希望
今后能够从事速滑方面的研究工作，或者成为一名冰雪运动教练，投身
冰雪运动的普及，带动更多的人去喜爱这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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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冬奥文化 激发冰雪热情

冬奥文化广场变身网红打卡地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巨力索具打破国外同类产品垄断

为“冰丝带”编织中国“天幕”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飘扬环绕的“银丝带”里，由一片片小雪
花和6个橄榄枝组成的大雪花缓慢地旋转
着，仿佛在翩翩起舞，轻盈而优雅……连日
来，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冬奥文化广场的北京
冬奥会延庆赛区火炬台“长城之光”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

冬奥文化广场是赛时展示
城市特色和文化魅力的重
要窗口。自2月4日起，
北京市16个冬奥文化广
场通过进行冬奥知识、中
国传统文化等主题展览
展示，举办丰富多彩的冬
奥主题城市文化活动和
冰雪体验活动等，搭建起
感受冬奥文化、体验冰雪
运动的群众舞台。

打雪仗、滑雪圈、雪地转转、香蕉
船……连日来，石景山区冬奥文化广场
内洋溢着欢声笑语。该区在广场西侧河
道内铺设 1 万平方米的冰雪运动基地，
采用人工造雪建设，分为雪滑梯区、游玩
区和冰雕造型区三大区域。市民通过公
众号预约即可免费入场，体验冰雪运动
的乐趣。

2月7日，在昌平区冬奥文化广场旱
地冰壶场地上，一些居民正投掷冰壶，玩
得不亦乐乎。4岁的橙子和5岁的果果则
在广场西侧玩起了桌上冰壶球。两个小

“选手”在模拟冰面的长桌前站好，尝试
将小巧的冰壶球推出。

“这两天在电视上看到冰壶比赛，觉
得很有意思，刚好这边有类似体验项目，
就让孩子也参与一下。”橙子妈妈在一旁
观赛，不时加油助威。

借力冬奥，普及冰雪运动。北京冬奥
会期间，北京市各冬奥文化广场纷纷开
辟冰雪体验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冰雪活
动，激发群众的冰雪运动激情。

平谷区冬奥文化广场位于平谷区博
物馆，其设置的冰雪互动体验区内摆放
了5台VR互动体验装置，通过虚拟场景
的还原达到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充分
感受冰雪运动魅力。

2月15日，位于海淀区冬奥文化广
场内的冰雪体验区内，迷你冰壶项目

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排队等候体
验。VR滑雪机、滑冰游戏机等高
科技体感互动体验器材，让很多
市民跃跃欲试。

正在此体验的该区居民小
李对记者说：“很有意思，借助
科技力量，我完成了一些高难
度滑冰、滑雪动作。找时间我
要到冰雪场馆再感受、体验一
下。”

◀中国电影博物馆内展出
的“冰雪冬奥，银幕筑梦”电影与

体育主题展。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摄

▲在石景山区冬奥文化广场，市民体验滑雪。 石景山区冬奥文化广场供图
◀市民在海淀区冬奥文化广场体验VR滑雪机。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摄

感受别样冬奥“年味儿” 畅享冰雪运动激情

图为巨力集团生产的索具在安装中。 巨力集团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田恬）从 2
月 15 日 2022 北京新闻中心举行
的北京生态文明建设专场新闻发
布会获悉，今年，北京将再增加
15万亩绿化面积，实现新一轮百
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的收官。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高大伟介绍，2012年
以来，北京市持续开展了以两轮

“百万亩造林”为主的大规模绿化
建设，对优化北京的绿色生态空
间格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
中，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于2018年启动，四年来完成绿化
造林 85.3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到 44.6%，平原地区森林覆盖

率 达 到 31%，森 林 蓄 积 量 达 到
2690万立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
达 到 49%，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16.6平方米。

“今天的北京，蓝天白云成为
常态。”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于建华表示，得益
于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污染防治
持续攻坚、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
保护和绿色发展等，北京市 2021
年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33微
克/立方米，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
标，优良天数增加到288天，占全
年的 78.9%；水清岸绿处处美景，
密云水库蓄水量最高达 35.79 亿
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今年北京将再增加
15万亩绿化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