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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冬残奥会因有爱变“无碍”
到云顶滑雪公园

在北京冬奥会产生了20枚金牌的
云顶滑雪公园，场馆群无障碍经理张
毅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同事，细致检查
着每一处无障碍通道是否平整顺畅。
他们正和这里的数百位工作人员一
起，为即将在3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残
奥会进行转换期工作。
云顶滑雪公园将承担残奥单板滑

雪这一大项下障碍追逐和坡面回转两
个小项的比赛，届时将有8枚金牌在这
里产生。
“冬残奥会将有80余名来自22个

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来这里参赛。”云
顶滑雪公园残奥整合经理陈辰说，“我
们现在利用转换期正在对比赛场地设
施、场馆形象景观进行转换建设工作，
同时还为运动员、教练员、媒体记者和
观赛观众等群体打造四条无障碍流
线，届时将让所有来到云顶的人能全
方位感受到一个‘无碍’的冬残奥会。”

来自俄罗斯的罗曼 ·阿列克谢耶
夫斯基正在云顶滑雪公园的坡面回转
赛道上，精心修整出一道道冬残奥会
赛道特有的“月牙弯”。他和其他五名
来自不同国家的赛道专家已经工作了
两天。
“针对冬残奥会的比赛要求，需要

缩短赛道长度，降低出发的起点位置，
降低赛道难度。我们大约还需要三天
时间来做调整塑形工作。”他说，“工作
是辛苦的，但是想起冬残奥会运动员，
就为我们带来了精神力量。”
为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云顶场

馆群设置了矫形器、假肢与轮椅维修
中心。来自德国的维修技术人员朱利
安 ·纳普和几位同事将一起在维修中
心提供服务。“因为疫情的原因，北京
冬残奥会期间我们可能需要在与运动
员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提供服务，
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为运动
员现场提供最快的服务。”他说。
“无碍”只是起点，云顶滑雪公园

的转换期工作处处充满了“有爱”的细
节：在比赛出发区为运动员增设了取
暖棚和卫生间，让他们可以放心舒适
地参赛；增设低位服务台、升降机和无
障碍车辆等设施，让前来云顶的人在
每一处场所都能感受贴心和顺畅；还
为媒体设置了低位护栏采访区，为需
要使用轮椅的记者提供无障碍的采访
环境。
对于云顶滑雪公园这个地势落差

很大的山地场馆来说，为了达到“无
感”的无障碍转换工作是种挑战。在这
里，数百位工作人员还将在冬残奥会
开幕前不断优化转换工作，并由无障
碍工作专业人士在一遍遍亲身体验中
检查和改善每一处细节。
“我们在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打造尽可能宽敞的无障碍坡道，对无
障碍环境尽可能地优化，我相信届时
运动员、技术官员、观众和残奥大家庭
的来宾，在云顶场馆都能感受到非常
良好的无障碍服务。”陈辰说。

摘自 新华社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在即，交通服
务转换工作接近尾声。记者从北京公
交集团获悉，640辆冬残奥会保障用
车整装待发，其中40辆车为“福祉车”，
重点服务轮椅乘客及随行人员。

北京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640辆冬残奥会保障用车主要承担北
京赛区、延庆赛区交通班线保障任务
及北京赛区应急运输任务，将为残奥
运动员及随行人员，志愿者、工作人员
及媒体记者等多个客户群提供服务。
北京公交集团预计派出1957人参与服
务保障。

北京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
刘宝来介绍，因北京赛区将举办轮椅
冰壶比赛，按照北京冬奥组委要求，北

京公交集团特别将40辆车改造为“福
祉车”，保障轮椅乘客及随行人员便利
出行。
“这40辆车全部来自长期服务北

京乘客的低地板无障碍车，保障结束
后将尽快回归日常使用，体现出绿色
节俭、可持续利用的工作理念。”刘宝
来介绍，每辆车经专业改造，可满足六
辆轮椅车同时搭乘且互不干扰。车厢
还增加扶手、背靠软板、下车门铃等无
障碍设施。部分轮椅位按需增设地锚，
相当于为轮椅配备独立安全带。此外，
车辆还配备车身倾斜功能，让乘客上
下车时更加顺畅轻便。
记者了解到，在刚刚闭幕的北京

冬奥会中，北京公交集团派出2388辆

车辆和5755名职工，以24小时待命状
态圆满完成138条冬奥班线保障任务。
服务过程中，巴士车辆运行位置、速
度、车内实时和历史视频影像、驾驶员
操作状态等600余条动态数据实现秒
级采集上传，确保行驶安全。延庆赛区
投用的新型氢燃料车在服务前完成每
车5000公里磨合任务，驾驶员经专项
培训，山地驾车经验丰富。北京冬奥会
闭幕前，北京公交集团已收到20多封
感谢信。
“北京冬残奥会交通服务保障即

将全面启动，我们将延续高标准、高强
度工作，为残奥健儿等特殊群体提供
有温度的服务，助力冬残奥盛会圆满
举办。”北京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虽然来到中国还不到两天，但参
加过索契、平昌冬残奥会的荷兰残疾
人高山滑雪队教练员尼基，已然对延
庆冬残奥村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硬
件设施印象深刻。
“这里的硬件设施以及无障碍设

施，都是我所参加过的冬残奥会中最
出色的！”尼基对新华社记者说。
记者是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换乘

缆车时见到尼基的，当时他正准备离
开竞速区的结束区，去竞技区那边看
看。“虽然我还没上山，但就目前我的
体验来说，一切设施都非常出色。看来
中国的组织者为承办冬残奥会做了非
常充分且出色的准备工作。”尼基说。

延庆冬残奥村已于25日正式开
村。26日中午记者在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看到，挪威、瑞典、荷兰以及中国队
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已经前去踩场或者
训练。
“我们在本赛季的世界杯中表现

不俗，我们来到这儿的目标是赢得一
枚金牌。如果最后连一枚奖牌也拿不
到的话，那么我会带着失望回家。”尼
基表示。

荷兰残疾人高山滑雪队一行于
25日入驻延庆冬残奥村。尼基坦言，
村里无论是卧室还是会议室都很大，
还有针对轮椅运动员专门设计的床。
“冬残奥村里的很多设施使用起来都
非常便捷，我昨晚甚至没有感到明显
的时差，睡眠质量非常好。”尼基说。
“我很喜欢冬残奥村的食物，而且

我还尝试了中国的调料！”他说道。

细节中彰显
人性化理念

北京公交640辆保障车整装待发

荷兰残疾人高山滑雪队教练谈冬残奥会———

北京的设施是最好的

冬奥热情余温犹在，残奥大幕已经
拉开。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小海陀山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场人员正热火朝
天地开展冬残奥会转换工作。随处可见
的残奥标识、新增的无障碍通道、雪地
上铺设的木板和防滑垫……熟悉的地
点，熟悉的场景，却在许多细节处做出
了调整。这些改变的背后，彰显出人性
化的办赛服务理念。
26日下午，小海陀山上刮起阵风。

在高山滑雪竞速结束区的兴奋剂检测
站门前，工作人员正在用木板加固新
搭建的无障碍通道。不远处的赛道终
点，一条在雪地上铺就的木板路已经
完工，上面还有一层防滑垫，行走其上
十分平稳。
“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让运动员在

赛时能够无障碍地通行。事实上，从运
动员到达冬残奥村的那一刻起，我们
就希望为他们创造一个无论在任何场
景中都能顺畅行动的环境。”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残奥整合经理
刘杰说，“这涉及我们办赛的一个重要
理念———人性化。我们希望尽量不要
借助人抬等外力帮助残疾人运动员行
动，而是努力形成一个包容性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行，这
体现了平等与尊重。”

在运动员休息室的就餐区域，摆
放着一台饮料柜，与通常同种饮料放
在一排的摆放方式不同，这个饮料柜
的每一层都摆着各种不同的饮品，初
看似乎有些杂乱，细想却能理解其用
心。刘杰解释说：“这样包括坐轮椅的
人在内，大家都能在适合自己高度的
位置取到想要的饮料。”
类似的人性化设计还有很多。据

刘杰介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在规划
建设之初就坚持两个奥运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共设置永久、临时无障碍坡
道11个，无障碍电梯23部，无障碍卫生
间33个。北京冬残奥会期间，他们将为
坐姿运动员提供专用设施，在竞速赛
道设置总长度980米的拖牵，在竞技结
束区设置一条长度115米、净宽1.2米的
魔毯，方便坐姿运动员在休息室、赛道
和训练道之间连接移动。

工作人员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整理赛道

矫形器、 假肢与轮椅维修中心的维修技术人员朱利安·纳普展示工作中需

要使用的各类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