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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今日电（特
派记者 厉苒苒）昨天下
午，北京冬奥组委在主新
闻中心举行北京冬奥会火
炬传递媒体吹风会。会上
透露，北京冬奥会火炬传
递将于2月2日至4日，在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
区进行，约1200名火炬手
参与这一活动。闭环内火
炬传递活动将于2月4日
10时30分在北京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南园进行，火
炬手在进行火炬传递时可
短暂摘除口罩。

闭环内传递的距离共
计5.1公里，平均每棒火
炬手传递距离约110米。
整体传递路线是从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南门
出发，按逆时针方向，经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
东门、北门，最后到奥林
匹克宣言广场处收火，平
均每棒火炬手传递距离
约110米。火炬返回集结
点后，将由专业人员拆除
燃料系统，再交给火炬手
本人留作纪念。

冬奥会开幕式当天除
本场火炬传递外，还将在
其前后，分别安排颐和园
和大运河森林公园两处园
区的火炬传递。

本次北京冬奥会将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约1200名火炬手，大部分是扎根生产和工
作一线、有突出贡献的“不平凡的普通人”。
其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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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环 丝滑严密
针对境外入环人员，所有媒体酒店都

在机场安排班车，抵达后必须立即进行核酸
检测，其间不允许走出房门。而对于类似记
者这样的境内采访人员，可以自行抵达酒店
后，经过相关手续的查验，直接进环。
在酒店外，蓝色的宣传画将整个区域

全部封闭，“冰墩墩”的宣传画背后就是奥
运闭环。所有记者在进入闭环前，都必须
持有96小时内两次核酸报告且间隔必须
超过24小时。疫苗接种证明、北京健康
宝、行程码……只有这些全部通过查验，眼
前的铁门才会缓缓打开，将记者收入闭环。
昨天的进环途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

曲，因为佩戴的是普通医用口罩，在一开
始，记者竟然被“拒之门外”。工作人员强
调了闭环内必须全程佩戴N95/KN95的口
罩，随后赠送了记者一枚，看着记者安全
佩戴之后才放行进环。
核酸检测也是所有环内人员的必修

课，在酒店班车区域，就贴心安置了一个
移动房搭建的核酸检测点，所有媒体人员
上班车前，都会先去那里“打卡”，进行核
酸检测。这也从最大程度上保障了环内
的安全。
在班车上，所有的座位都严格按照安

全距离，张贴着间隔入座的提示。据介
绍，在前往东京奥运会实地体验之后，北
京奥组委有关方面重新做了一个交通计
划，确保每一辆车到了50%的就座率就发

车，后头的车随时补上来，不让记者在候
车区停留时间过长，也保障了乘车人在车
上能始终保持安全距离。在北京冬奥会
的摄影记者席，每隔一个座位会贴上尼龙
绷带，用一个罩子罩在座椅上头，提醒大
家要间隔。
深夜11时，当记者从新闻中心回酒

店时，依然看到身穿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
员，一丝不苟地进行整车消毒。

服务 细致用心
冬奥会期间，主媒体中心将是全球注

册平面媒体和转播商的赛时总部，既是报
道和转播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盛况的国
际新闻编辑部和电视信号制作及传输中
心，又是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行、奥林匹克
转播服务公司和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
部的赛时指挥部，它将成为让世界了解冬
奥、了解北京、了解中国的窗口，并为全世
界的媒体记者带来精准服务。
本届冬奥会，本报在主新闻中心租借

了独立的媒体工作间，这也是全国地方媒
体中唯二拥有独立工作间的。入驻独立工
作间的第一步，迎接记者的竟然是一个相
机镜头。原来是志愿者服务团队特地安排
的一个小小欢迎仪式。用拍立得拍下照
片，还请记者在一张签到卡上写上对北京
冬奥会的祝福。不一会儿，这张祝福卡就
出现在新闻工作间门口的展板上，欢迎照
片上的笑脸，让这个冬夜多了许多暖意。
将所有媒体包以及各类场馆介绍物

资贴心准备好，记者在独立工作间进行宣
传布置的时候，接连有数位志愿者主动上
门，询问需求。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记
者才在最快时间里完成了“装修大业”，将
工作间布置出新民特色。未来，这个工作
间也将作为前方演播室进行视频直播。
据了解，服务主媒体中心的志愿者团

队大都来自包括中国传媒大学等在内的北
京高校学生。尽管每天工作近8小时，但所
有人都对自己能参与冬奥感到特别自豪。

现场 中国智造
要说北京冬奥会的主新闻中心与历

届冬奥会的新闻中心有什么不同，大概就
是各种智能设备的大范围使用。
走进新闻中心大门，首先正面遭遇

的是个消毒智能机器人。白色圆润的外
观看上去有点像吉祥物冰墩墩的兄
弟。据悉，智能机器人的工作原理是
设计者根据工作地点的特点、范围，预
先在它的控制终端程序里设计了相应的
指令，而后它就按指令进行不知疲倦的工
作。乍一听好像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它是
基于5G基础上的智能终端设备之一，也
是5G应用场景之一。通过智能设计，机
器人会精准辨别前方障碍物，并绕行继
续工作。
越是精细化，越需智能化。据了解，

类似新闻中心里这样的智能机器人，遍布
北京各个冬奥会场馆，还拥有各种不同的
颜色和形态。有防疫+消杀+巡检智能机
器人，当它发现有人在场馆内不戴口罩
时，会主动上前提醒你戴上口罩；有医疗
预检机器人，顶着“方脑袋”的智能导览机
器人会闪烁着“大眼睛”介绍医疗环节，指
引病人前往医疗中心；还有的智能机器人
负责将重要的文件、材料等物品，从一个
区域送到另一个区域，解决了冬奥闭环内
各环域之间材料传送的问题。所有智能
机器人的使用，是为了尽量减少冬奥会闭
环内的人与人直接接触，从而降低疫情传
染风险。
服务于不同场

景的各类智能机器
人成为北京冬奥会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一项项中国智
造在冬奥应用中大
放异彩。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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