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个月前，我曾在冬奥倒计时百天之际前往北京探

营采访。走在奥林匹克核心区域，目之所及，都是2008

年曾经留下的固体记忆与现实的完美交融：鸟巢里，开幕

式的彩排正如火如荼；“水立方”已变身“冰立方”，即将成

为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之一……

除了硬件设施的遗留，其实奥运会也能带来无形的

遗产。中国志愿服务事业受两届奥运会带动得到快速发

展；绒线手捧花的创意将让奥运会更绿色环保，留下中国

文化印记；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建立，创新推动奥林

匹克研究和人才培养……而“相约北京”上海文化周的亮

相也让世界看到文化多元传统艺术。

据悉，北京冬奥组委已与国际奥委会共同创新制定了

《遗产评估体系（KPI）》和《场馆遗产计划通用模板》，并已

被推介至东京和巴黎等其他奥运会组委会……所有这些

工作成果都会成为国际奥委会“知识传承”项目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包含了历届奥运会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和心得

的资料库，北京也将通过这种方式为奥林匹克事业留下可

以共享的遗产，贡献中国智慧。

从中国建设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意，双奥遗产的

背后，是中国智慧的闪耀。 厉苒苒

记者手记 中国智慧

片报讯（记者 朱渊）伴随着2022北京冬

奥会的临近，“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

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也将随之拉开

帷幕。此次，集结了上海民族乐团、上海芭蕾

舞团、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强大阵容的上

海文化周，也将在网络平台放送。

昨日，一则“锦绣中华 ·共饮江河水”的短

视频率先在朋友圈及各大网络平台刷屏，上

海民族乐团为北京冬奥会将音乐会《锦绣中

华 ·共饮江河水》制作成“特别线上版”，将让

世界看到中国民族音乐的丰富和瑰丽。

古老的编钟敲出历史的回声，竹笛、扎木

念与乐队《江源弦歌》（见左图 郭新洋 摄）将

观众带到三江源头。藏族传统乐器扎木念独

特的音色伴随悠扬的笛声，勾勒出静谧壮美

的自然奇景和热情淳朴的民风民情……以音

符绘就的中国风情图卷就此缓缓展开。

一曲曲风格各异的作品中，每一件乐器、

每一首歌曲，道出的都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

眷恋和深情。跟着这特色各异的民族音乐，

你能触摸山林的清风、听见高原的天籁、见识

江源的清澈、感怀沃野的深阔、体尝村寨的温

暖、陶醉于田埂的欢乐。

用这样一台作品献演于2022北京冬奥会，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直言：“文化认同是

民族团结的根脉。这台作品融入了我们对民

族的情感，也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体

现到音乐之中。在全国齐心防疫抗疫的当下，

我们向世界展现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中国各

民族团结携手、砥砺并肩的信念和力量。”

科技成果转化、绿色发展理念等，都还在持续影响北京居

民的生活；“水立方”此次变身“冰立方”，实现了场馆的可

持续利用。

跨越百年的首钢园区也是一处活的“双奥”遗产。18

年前，为了首都的碧水蓝天，为了2008北京奥运会，首钢

实施大搬迁。2016年5月13日，位于首钢老厂区的北京

冬奥组委办公地首次向媒体开放——从夏奥到冬奥，“首

钢园”与奥运铸就不解之缘。巴赫多次称赞，首钢园区必

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创新发展、世界工业遗产

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新典范。 本报记者 王志灵

北京冬奥会遗产报告集发布

上海文化周将亮相奥林匹克文化节

“锦绣中华”和你“相约北京”

将为世界留下什么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发

布，总结了北京冬奥会筹办以来已经转化为现实遗产的成果。那么，

什么是“奥运遗产”？双奥之城的北京又已经或者即将为世界留下怎

样的奥运遗产？

肇始北京
根据国际奥委会给出的定义，奥运遗产是实现奥运会愿景的结

果，包含所有通过举办奥运会，为公众、城市和区域发展以及奥林匹

克运动创造或加速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长期收益。

国际奥委会官网上整理了多届奥运会留下的遗产，最早可查询

到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那一年，开幕式上首次出现的放飞和

平鸽仪式成为之后历届开幕式的定制，举办开幕式的主体育场日后

还成为当地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并沿用至今。

然而，安特卫普主体育场的改造花销就占了那届奥运会总开支的

一半，会后却又经历改头换面式的大修才满足了足球比赛的需求。这

也表明：当时的组织者还没有一开始就计划好场馆的后续利用。

而现在，从筹办之初便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并在期间践行

可持续的办奥理念，已经成了奥运遗产工作重要的工作模式。这种

模式的肇始，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筹办。

2014年，国际奥委会颁布《奥林匹克2020议程》，这一由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提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提出，申办奥运的过程应“关注

可持续性和遗产”，国际奥委会应在举办城市和其他机构的支持下，

长期评估和监测对奥运遗产的利用。北京冬奥会因此成为议程颁布

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会。

体育遗产
体育遗产是北京奥运会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遗产。《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遗产报告（2022）》指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

和举办对中国冰雪运动普及与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景逐步走向现实。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自冬奥会申办成功至2021年10月，全

国居民参与过冰雪运动的人数为3.46亿人。

与此同时，冰雪运动在青少年中快速推广。截至2020年，全国

冰雪特色学校已经达到2062所。到2021年初，全国已有654块标准

冰场，较2015年增幅达317%；已有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年增幅达41%。

长期收益
“我们很多雪上项目场馆，赛后利用是很具挑战性的。雪上项目大多小众，甚

至可以被称作‘超人运动’，这些场馆在赛后怎么让老百姓还用得上，要从规划之

初就想。”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遗产管理处处长刘兴华说。场馆赛后首先要

服务全民健身，在非雪季还要考虑多种经营。

“国情、文化不同，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模

式也不尽相同。”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副部

长王仁华说，北京作为全球第一座

“双奥”之城，已在奥运遗产工作

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2008年后，北京的体

育事业、奥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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