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重的黄
14年前，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因夏

季奥运会而爆发出的欢呼仿佛仍在

耳边，14年后，当冬奥来到北京，这个

承载着不少人奥运初记忆的空间，历

经时光的沉淀后，如同一本有些年代

感的书，呈现出颇具厚重感的黄色。

进入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北京的地标建筑之一——奥林匹克

塔。这个由五座186米至246.8米高

的独立塔组合而成、寓意“生命之树”

的高塔，如同一位“指挥官”，从制高

点“见证”着各个冬奥场馆的运行。塔

体入口处与顶端的两个五环标志，恰

好呼应着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荣光。

沿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健身

步道向里走，便能看到奥林匹克宣言

广场，在广场的中央，有一块黑色大

理石，上面刻有迄今为止每一届夏季

奥运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或许是被

触摸的次数有些多，“2008BEIJING”

的字样，已经有些模糊，但这恰好也

是国人对奥运热忱的最好证明。

童趣的白
在距离入口处最近的广场上，北

京冬奥会和奥运火炬传递的主题会

徽，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它们背

后，呈现出的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

第二种颜色——充满童趣的白。

“小心点啊，雪上滑！”冬奥的热度

不断提升，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的冰

雪世界，也越发热闹。值得注意的是，

在冰雪两片场地上体验的，大多是还

在放寒假的少年，虽然会不时与雪地

和冰面来个亲密接触，但所有人都很

享受在一片白色海洋中徜徉的乐趣。

除了雪地，另一种白色的物件，也成了

场地里的流行款——白色羽绒服。目

睹中国短道速滑队在赛场披荆斩棘

后，同款装备成为热门商品。白色的

雪地里，穿着白色羽绒服的朋友享受

着滑冰滑雪的乐趣，这是冬奥会给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染”上的颜色。

希望的蓝
记者探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时，

正值下午时分，抬起头便能看到湛蓝

的天空，度过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时

段，这抹由天空“点”上的颜色，让人

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

走在公园路上，不时能看见前来

锻炼的市民，不少人都会不时抬头望

向天空，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充电”。有

几个年轻人来到奥运五环前打卡留

影。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对话：“等下

你数三声，我们一起跳起来，伸手去

触摸天空，抓住这充满希望的蓝色。”

几秒钟后，一张年轻身影一跃而起的

照片诞生，这样的活力与朝气，是奥

运带给这个公园、

这座城和每一位

普通市民，最大的

财富。

特派记者

陆玮鑫 萧君玮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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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钢厂握手奥林匹克

红릤튵풰뇤짭췸뫬“天량쳬”

完美融合
2018年12月，首钢滑雪大跳台正式开

工。而它的选址颇为讲究——选在了有着

百年历史的首钢工业园区里。

登上大跳台，群明湖、三高炉、四高炉、料

仓、制氧厂房，首钢老工业园区的大片区域尽

收眼底。这里曾经是机器轰鸣的首钢厂区，

因为落后的废旧产能改造，如今变为冬奥健

儿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之地。这也

是冬奥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竞赛场馆与工业遗

产再利用、城市更新的完美结合。

从远处望去，大跳台宛如敦煌壁画当中

的飞天飘带，因此有了“雪飞天”的外号。又

因为形似童话故事当中公主的舞鞋，而得名

“水晶鞋”。走近观看，大跳台与邻近的首钢

冷却塔自然衔接，天际线完美过渡，毫无违

和感。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

首个投入使用的新建场馆、北京赛区唯一的

雪上比赛场馆、世界上第一个永久保留的滑

雪大跳台场地。在北京筹备2022年冬奥会

期间，国际奥委会成员每次到这里考察，都

对这一有着百年历史的首钢工业遗存与现

代奥林匹克运动巧妙融合赞不绝口。

比赛当日，走进场馆的数百名观众，在

观看比赛之余，也纷纷举起手机和相机，留

下各种角度的靓照。在蓝天白云与城市工

业遗存的背景下，运动员们从跳台“起飞”，

腾空完成各种具有观赏性的高难度动作，给

人的感觉如梦如幻。

“旁边四个巨大的首钢冷却塔让大跳台

赛区充满了炫酷气氛，这正是滑雪大跳台需

要的气场。”此前，谷爱凌在首钢大跳台进行

训练课后也表示，这是她见到过的“最漂亮

的滑雪大跳台”。

奥运遗产
除了滑雪大跳台是新的，其他的“背景”都

是修旧如旧，这是“雪飞天”最大的特色所在。

废旧的厂房、烟囱、冷却塔，并没有被一

“拆”了之，而是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这

是建造者最高明之处。首钢滑雪大跳台以

石景山、永定河为自然背景，再辅以极具年

代感、浓厚工业风的厂区建筑，两者相得益

彰，堪称北京城市老工业遗址文化与奥运文

化完美融合的代表性景观。

同时，场馆还将带动周边区域的景观整

合，无论是赛时还是赛后，都将成为城市西

部精彩的景观中心，这一做法既得到了国际

奥委会和国际雪联的一致肯定，也是北京冬

奥会可持续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

本届奥运会，首钢滑雪大跳台将承办男

女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两个大项的比赛。

“节俭办赛”“绿色办奥”是北京冬奥会贯彻

执行的理念之一。以往单板滑雪跳台场地

设置，大多数都是用脚手架临时搭建的，比

赛以后就被拆除，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赛

道往往依山而建，利用山地地形形成赛道所

需坡度差。但事实上，两个体育竞赛场地的

需求有很多相同之处，尤其在助滑和落地两

个环节，几乎没有差别。设计团队根据这样

的需求，利用类似“搭积木”的方式，将两项

赛事合二为一，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切

换，大大节约了建造成本。

当然，在冬奥会结束之后，这里还可以

承办国内外大跳台项目比赛，成为专业运动

员和运动队训练场地、青少年后备人才选拔

基地、赛事管理人员训练基地等。同时，赛

道在建设时预留了出水口，改造后还可用于

滑水、滑草等大众娱乐项目。

大跳台下方的体育广场和观众区，特别

设置了氛围照明系统，未来将给观众带来与

传统赛事完全不同的观赛体验，还可以举办

演唱会等大型活动。今后，它将成为向公众

开放的北京冬奥会标志性景观地点和休闲健

身活动场地，变身服务大众的体育主题公园。

可以预见的是，继“鸟巢”、“水立方”之

后，北京冬奥会的“雪飞天”，又将给这座城

市留下一大标志性的遗产。

特派记者 关尹（本报北京今日电）

中国体坛新一代超级偶像谷爱凌上午在本届冬奥
会首夺金牌，也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了它——首钢滑雪
大跳台。作为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
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本就自带光环，其特别的“身
世”，更让它在众多奥运场馆中显得与众不同。

采访比赛之余，记者特意在场地周
围逛了几圈，切身感受了一番昔日老旧
工业园区变身冬奥网红场馆的魅力。

因为疫情原因，北京冬奥会采取
全程闭环管理，选手和媒体进出场馆
都要乘坐专车。那么，你知道距离闭
环场馆最近的开放空间在哪里吗？
答案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结束冬奥火炬传递的承办任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2月5日重新对
公众开放。昨天，记者对北京人所说
的“森林园”进行了探访。这个奥运
“核心区”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呈现
出三种特别的“颜色”。

冬奥 艺范

■ 北京奥运塔下已变成欢乐的冰雪世界 特派记者 萧君玮 摄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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