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外音

    12年前的北京，鸟巢惊艳，群雄汇聚。

12年之后的现在，鸟巢和水立方所在的奥林匹
克公园已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一分子。 清晨，晨跑

的人们用脚步唤醒城市的苏醒。 夕阳中，中老年人
广场舞的身姿矫健优美。 每年冬天，鸟巢里的冰雪

欢乐季更成为不少孩子接触冰雪运动的启蒙课堂。

奥运遗产的利用是全世界的难题，而在中国，

奥运场馆的对外开放对整个社会资源而言是极大

的节约， 也是对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最佳倡导方
式之一。 以可持续的力量积极践行现代奥林匹克

精神，“全民健身”成为对奥运会最好的纪念。

场馆是奥运留下的凝固记忆， 更是奥运举办

国文化、科技实力的体现。 相比 2008年北京夏奥

会时鸟巢、水立方中处处所体现的中国情结、东方
元素，如今的冬奥场馆已不仅是古老悠长、博大精

深，更体现着当代中国的日新月异、科技腾飞。

科技力量、绿色环保，当可持续成为北京冬奥

会筹办计划中最重要的准则， 中国正将奥运的外
延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可期的未来，冬奥的中国

时间，将写就更多丰盈与华彩。 中国智慧，奥运梦

想，将在冰雪的舞台上交相辉映。

体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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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赛区”

给鸟儿做窝、让狍子和瞪羚在赛场边安

家⋯⋯这些听上去很有些《动物世界》风格的事
情却是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正在着手进行的。

为了让动物自由迁徙，延庆赛区在施工初
期控制施工时长、时段和施工强度，并利用桥

梁、涵洞等形式形成动物通道。在施工过程中，
科研人员在赛区周边设置人工鸟巢，2019年春

天，鸟巢已有过半的入住率。赛区设置的红外相

机，也监测到诸如狍子、斑羚等动物的回归。目
前，生态保护专家、设计团队正与施工团队一

起，共同实施赛区生态修复工作。
绿色，是贯穿北京冬奥场馆建设的一项宗旨。

以前，冰上场馆制冰使用的制冷剂大都含
有大量氟利昂，会对臭氧层造成损耗。经北京冬

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反复沟通，决定在国家速
滑馆等四个冰上场馆使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

剂，其他冰上场馆也使用对环境影响相对小的
新型制冷剂。二氧化碳制冷剂首次在奥运会级

别的冰上赛事中使用，将是北京冬奥会对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贡献。

按照“海绵赛区”的理念，延庆和张家口赛
区的地表水、雨水、人工造雪的融雪水等，经过

“入渗、滞留、蓄积、净化、利用、疏排”的整体化
设计之后，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双赢。赛区雪道和道路边坡、冬奥村和停
车场等裸露地面，采用土石和乔灌草植被进行

生态修复，如一块巨大的“吸水”海绵，尽量保证
雨水入渗。赛区的生活用水在经过处理之后，也

用于冲厕、灌溉等。

冰雪小镇
奥运遗产的利用，是全世界奥运主办国的

赛后难题。而对于北京冬奥组委而言，这个思考

早在冬奥筹备之初就已开始考虑。
刷脸进站、AI机器人服务、智能显示屏实

时观看赛事直播⋯⋯这些黑科技的创造都在冬
奥赛地连接线京张铁路上一一实现。去年底刚

刚通车的京张高铁，将张家口、崇礼、延庆和北

京城区串成一线。把北京和崇礼之间原先三个
多小时的车程，缩短为 50分钟，真正让崇礼雪

场成了滑雪爱好者的理想之地———在冬奥之
后，这条滑雪线将持续承担起推广群众性冰雪
运动，促进 3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重要功能。

让老百姓从冬奥筹
办中实实在在受益，是冬

奥筹办的重要考量。
建设中的冬奥森林

公园和赛区迁地保护基
地均位于延庆赛区所在

地张山营镇，汇集了从赛

区核心区迁移下山的 30

余种、2.4万余株植物。冬

奥森林公园是张山营镇
“冬奥冰雪休闲小镇”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
后，这座公园将在当地形

成核心公共绿地，为居民
提供游憩场地。

值得一提的是，崇礼
区 12.6万人中目前已有

近 3万人直接或间接为
雪场服务，成功端起了

“雪经济”饭碗。申办冬奥
至今，冰雪产业的发展和

冬奥筹办，给当地百姓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崇礼已于 2019年 5

月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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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凌晨，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
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同步发布了《北
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
性计划》（以下简称《可持续性计划》），
着重在“环境正影响”、“区域新发展”、
“生活更美好”三个重要领域，提出 12
项行动、37项任务和119条措施。这
份计划解释了为何冬奥会关乎老百姓
生活，影响你我的未来，成为北京冬奥
会筹办的一份绿色“说明书”。

    国际奥委会北京时间昨日

深夜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远程召
开执委会会议，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等成员点赞了北京冬奥
会各项筹办工作进展顺利，并

坦言，双奥相接是考验也是契
机，“北京冬奥会或可借力东京

奥运会。”

受疫情影响，全球体育赛
事停摆，但北京冬奥组委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冬奥筹办。
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之后

的线上全球记者发布会上，巴
赫表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

作进展顺利。相关报告显示，无
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运行方面，

北京的进展都非常出色。”
东京奥运会已由原计划的

2020年 7月 24日开幕，推迟
到 2021年 7月 23日至 8月 8

日举行，东京残奥会将于 2021

年 8月 24日至 9月 5日举行，

结束后距北京冬奥会开幕仅剩
5个月。在现代奥林匹克的历

史上，1924 年至 1992 年的夏
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均在同

年举行。从 1994年利勒哈默尔
冬奥会起，冬奥会与上一届夏

奥会的间隔通常为一年半。
间隔如此接近的两届奥运

会将让世界保持甚至提升对奥

运会的关注度。巴赫认为两届奥运会离得如此之
近，相关方应考虑如何借力。“我们需要考虑北京

冬奥会和东京奥运会离得如此近，可能会给北京
冬奥会的筹办带来什么优势。这需要每一个相关

方，包括组委会、赞助商和合作伙伴、持权转播商
以及其他所有人，共同来思考其中蕴含的机遇。”

针对今晨公布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可持续性计划》，国际奥委会成员也齐齐点赞。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

主席胡安·安·萨马兰奇（小萨马兰奇）向北京冬奥
组委发来祝贺视频，称赞北京冬奥会的可持续性

计划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完善的可持续性计划之
一。他表示，该计划充分展示了北京冬奥组委与中

国各级政府部门的辛勤付出和并肩协作。“它
不仅是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之间总体

合作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之间兄弟情谊的体
现。在当前的特殊时期，我们共克时艰，确保举

办一届成功的冬奥会。”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则同样赞扬北

京冬奥会正在努力为奥运会和残奥会创造新
典范。他认为，北京冬奥组委承诺举办一届“绿

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奥运会，可
持续性计划将在实现这一愿景中发

挥关键作用。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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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奥运会和地区
可持续发展的新典范

环境正影响 区域新发展 生活更美好

场馆建设坚持生态优先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低碳冬奥应对气候变化

可持续性要求纳入采购

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推动重点产业发展

树立城市更新范例

促进人的发展

推广奥林匹克精神

引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培育良好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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