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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 年到 2022 年，从“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北京

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在筹办两届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

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步伐进一

步加快，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以北京冬奥会筹办为契机，

北京市交通体系加速完善，基本形成京

津冀核心区 1 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

1.5 小时交通圈，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此外，一批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冬

奥街巷、冬奥社区、冬奥公园、冬奥景观

大 道 等 城 市 风 景 ，改 善 了 群 众 身 边 环

境。出行便捷、区域发展、环境改善、生

活更美好……“双奥之城”所带来的价

值，让人民长久获益。

“双奥元素”逐渐融入北京城市建

设，首都名片增添新亮点。一批夏奥场

馆 创 造 性 地 实 现“ 水 冰 转 换 ”“ 陆 冰 转

换”，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奥场馆”。多年

前，创建全国首个奥林匹克社区的北京

东四街道，如今又迎来了“双奥社区”落

地。很多参加过夏奥建设的工作人员，

又 投 身 冬 奥 筹 办 行 列 ，继 续 奉 献 光 和

热。带着“双奥风采”的北京城市新形

象，散发着荣耀与自信。这份独特城市

魅力的背后，是深入落实办奥理念、全面

贯彻我国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成果。

奥运会不仅是国际重大赛事，也是

促进国际交往的宽广舞台。通过举办两

届奥运会，北京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加深

入。以本届冬奥会为例，北京按照“使冬

奥会成为对外开放的助推器”的理念，把

冬奥筹办和深化对外开放、“两区”建设

相结合，加强与国际冰雪组织、国际体育

组织合作，搭建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

览会平台，先后举办多项国际赛事和“相

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策划推出“冬奥主

题展”“双奥之城展”等主题展览。制定

各类专业人才开发培养政策，通过“走出

去”和“请进来”培育专业化、国际化人才

队伍。北京以积极的姿态，在向世界展

示体育事业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同时，世界也透过北京这个窗口，看到了

一个真实而又多彩的中国。中国同世界

分享发展机遇的真诚愿望，有力地推动

了全球化朝着更加团结、包容、普惠的方

向发展。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

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北京冬

奥会的举办面临诸多挑战。有了举办夏

季奥运会和疫情防控的宝贵经验，面对

风险挑战，北京信心坚定、应对从容。先

进完备的冬奥场馆，智能温馨的冬奥村，

无微不至的志愿者服务，专业周到的医

疗保障，闭环管理机制、日常防疫要求、

应急机制等，令来华代表团官员和运动

员由衷赞叹。2015 年申办冬奥会，国际

奥委会给出的定义——这是一个安全的

选择。中国克服疫情影响，实现北京冬

奥会如期如约开幕，践行了大国之诺，向

全世界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战胜挑战

的坚韧之姿。

体 育 强 则 中 国 强 ，国 运 兴 则 体 育

兴。俯瞰今日北京，千年古都与双奥风

韵交相辉映，呈现全新脉动，让人们实

实在在看到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所取

得的成就。国际社会从“双奥之城”历

程中，看到了一个开放、自信、从容的中

国，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国，一个

“脚踏人间正道”的中国。北京冬奥会

的 成 功 举 办 ，把 春 的 温 暖 传 递 给 全 世

界，必将提振全世界应对挑战、迎接美

好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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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与春天同时启幕的冰雪

际会。

相隔 14 年，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

运动再度携手，“双奥之城”北京为世

界 奉 献 了 一 场 简 约 、安 全 、精 彩 的 奥

运盛会。

再 相 逢 ，北 京 的“ 颜 值 ”越 来 越

高 、“ 气 质 ”越 来 越 佳 、“ 活 力 ”越 来 越

足。这些变化，不仅书写着千年古都

与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相 遇 谱 写 的 动 人 篇

章，也成为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生动注脚。

一

或许，在奥运史上还没有哪个企

业像首钢这样，与奥林匹克运动结下

如此奇妙的不解之缘。

始建于 1919 年的首钢是中国最早

的钢铁企业之一，也是新中国工业发

展史、钢铁发展史的重要代表。2005

年 10 月 ，为 了 筹 办 夏 奥 会 、共 创 北 京

的碧水蓝天，首钢实施了史无前例的

钢铁大搬迁。这里曾经钢花四溅、钢

水奔流的岁月由此画上了句号。

2015 年 7 月 ，北 京 携 手 张 家 口 成

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

首钢带来又一次蝶变。

2016 年 4 月 26 日，北京市政府召

开第三次领导小组会，要求抓住冬奥

组 委 入 驻 首 钢 园 的 契 机 ，坚 持 高 标

准 、高 质 量 、高 水 平 推 进 新 首 钢 地 区

开发建设。

在 本 届 冬 奥 会 上 让 众 多 运 动 员

刷 新 成 绩 、盛 赞 不 已 的 滑 雪 大 跳 台 ，

与 首 钢 冷 却 塔 遥 相 呼 应 。 这 个 当 初

令许多老首钢人难以割舍的地方，如

今 将 体 育 竞 赛 、人 文 景 观 、奥 运 文 化

和工业情怀有机融为一体，是世界上

第 一 座 永 久 性 的 城 市 滑 雪 大 跳 台 。

利用老工业厂房改造，首钢园已拥有

短道速滑馆、花样滑冰馆、冰球馆、冰

壶馆 4 个符合国际赛事级标准的专业

冰场。

在 产 业 方 面 ，得 益 于 厂 区 迁 址 ，

首钢摆脱了过去因多时期、分时段扩

建导致厂区布局不合理的限制，完成

了 从 传 统 粗 钢 生 产 的 落 后 产 能 向 特

种钢生产的高产能跃升。

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节俭办奥

理念，首钢转型的“冰与火之歌”正是

北京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提高经济社

会发展的质地和成色，以质量和效益

替代规模和增速，进一步明确了城市

的战略定位，打开了发展格局。北京

通 过 推 进 非 首 都 功 能 疏 解 为 高 质 量

发展创造了空间。新一代信息技术、

医 药 健 康 、集 成 电 路 、人 工 智 能 等 高

精尖产业快速发展。

“ 双 奥 元 素 ”助 推 北 京 经 济 不 断

提质增效。2008 年举办夏奥会时，北

京市 GDP 首次突破万亿元。2022 年 1

月 6 日 ，在 北 京 市 第 十 五 届 人 民 代 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北京市市长陈吉

宁 表 示 ，初 步 预 计 ，2021 年 北 京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超 过 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北京经济结构和质量持续优化

提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员劳动

生产率保持全国第一。

二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正如运

动员在赛场上一次次迎难而上、超越

自 我 ，从 夏 奥 到 冬 奥 、从 2008 到 2022

的背后，是北京不断成长突破，在发展

理念、发展动能上的深刻革新。

赛场内，北京以冬奥筹办为契机，

大力探索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实现

了多个“首次”：首次使用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冷制冰技术，首次实现所有场

馆 100%绿色电能，首次实现场馆热能

再利用……奥运场馆采用“反复利用、

综合利用、持久利用”方案，多个 2008

年夏奥会遗产变身“双奥场馆”。

延庆赛区为了保护小海陀山的自

然生态，施工之初即聘请专业团队对

动植物资源开展本底调查，对需要移

植 的 树 木 逐 树 拍 照 、一 树 一 档 ，建 立

可 追 溯 、可 查 询 的 冬 奥 移 植“ 树 履

历 ”。 同 时 ，因 山 区 表 土 是 一 种 宝 贵

的 自 然 资 源 ，蕴 含 丰 富 的 种 子 库 ，延

庆 赛 区 在 场 馆 建 设 前 就 开 展 了 近 一

年的表土剥离和收集工作。8.1 万立

方米的剥离表土，全部用于赛区内的

生态修复工作，成为赛区恢复原有生

态的关键因素。

张家口赛区从规划建设之初，节

水 优 先 的 理 念 便 被 考 虑 在 内 。 竞 赛

场 馆 全 部 设 计 建 设 了 雨 水 、地 表 水 、

融 雪 水 收 集 系 统 ，实 现 夏 季 绿 化 灌

溉 、冬 季 造 雪 的 双 利 用 模 式 ，打 造 出

水资源全收集、全处理、再利用的“海

绵赛区”。

绿色办奥理念与绿色发展理念一

脉相承。赛场外，北京市近年来紧紧

围绕首都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任务，

加 快 推 进 光 伏 、地 热 、风 电 等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 数 据 显 示 ，“ 十 三

五 ”时 期 ，北 京 煤 炭 消 费 量 占 全 市 能

源消费比重由 2015 年的 13.7%下降至

2020 年 的 1.9% ，优 质 能 源 比 重 由

86.9%提 高 到 98.5%，在 全 国 处 于 领 先

水平。

北京还与河北加强了京张地区生

态 环 境 联 防 联 治 ，全 面 开 展 治 气 、治

沙 、治 水 专 项 工 程 ，整 体 改 善 京 张 地

区生态环境。2021 年北京 PM2.5 年均

浓度较 2015 年下降 59%，延庆森林覆

盖率已超 60%。

三

一切早已开始，一切远未结束。

借势奥运筹办，北京城市基础设

施 建 设 水 平 迅 速 跃 升 。 地 铁 运 营 里

程 从 2001 年 的 54 公 里 ，跃 升 至 2008

年 的 200 公 里 ，而 今 这 一 数 字 更 达 到

783 公里，稳居世界前列。

“ 创 造 丰 厚 的 冬 奥 遗 产 ，为 主 办

城市和广大民众带来长期的、积极的

收益，是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

内容。”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

书长韩子荣说。

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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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冬

奥 遗 产 工 作“ 北 京 方 案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遗 产 报 告

集（2022）》日 前 发 布 ，让 人 眼 前 一

亮。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冬

奥 会 创 造 了 体 育 、经 济 、社 会 、文 化 、

环 境 、城 市 发 展 和 区 域 发 展 7 个 方 面

的丰厚遗产，为主办城市和广大民众

带 来 长 期 、积 极 的 收 益 ，实 现 了 奥 林

匹克运动与城市发展的双赢。

春，是岁月新章。我们在这个春

天种下希望，收获未来。“创造奥运会

和 地 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新 典 范 ”，以 新

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正化作一

个 个 生 动 实 践 ，必 将 惠 及 大 众 、泽 被

长远。

““双奥之城双奥之城””书写时代新篇书写时代新篇
■本报记者 袁晓芳

八达岭长城地下 102 米深处，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呼啸

而过，穿越崇山峻岭，驶向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以前从北京开车到崇礼需要 4 个

多小时，现在坐高铁只需要 1个多小时，

早上从北京出发，在崇礼滑一场雪，当天

就可以返回，节假日可以随时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滑雪之旅。高铁上还有专门的

滑雪器材存放柜，雪具托运也很方便。”

在北京工作的贾先生是一名滑雪爱好

者，节假日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崇礼。京

张高铁开通运行后，坐着高铁去滑雪，成

为冬季里不少北京市民的休闲选择。

百年京张路，旧貌换新颜。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重要的交通基础保

障设施，京张高铁连接起冬奥两地三赛

区，将北京至张家口最快轨道运行时间

压缩至 47 分钟，不仅在服务冬奥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也有力拉动了京津冀协

同发展，为赛后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要把筹办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

推 动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 。”

2015 年，从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

会成功那一刻起，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

作就已经融入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长远

布局。便捷的交通是促进社会发展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2022 年北京冬奥会

申办成功后，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相

继建成，将张家口、崇礼、延庆和北京城

区串成一线，构建起北京和张家口的

“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了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

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张家口崇礼，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距

北京直线距离 150 公里。在 2015 年，崇

礼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大雪封山时，百姓

出行都发愁。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成功

申办以来，从全城一条路，到“一条高铁、

多条干线”，这个大山里的小县城实现蜕

变，不仅在 2019年 5月退出贫困县行列，

还成长为滑雪胜地。每年冬季，都有很

多冰雪运动爱好者汇聚于此。

不仅是崇礼，京张铁路沿线的城市

都搭上了这趟“协同发展”的快车。借

助便利的交通和区域内丰富的冰雪资

源，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正在加快建

设，延庆、崇礼等地的餐饮、住宿、休闲

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迅速，为当地居民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良机，让当地人捧起

了家门口的“雪饭碗”。崇礼坐拥 7 家

大型雪场，当地每 5 人就有 1 人从事冰

雪相关工作。延庆海陀山的不少村民

办起民宿小院，服务雪场保障，取得专

业资质的海陀农民滑雪队队员还当上

了滑雪教练。

京张高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拉动

作用，是北京冬奥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的生动缩影。冰雪盛会助推区域发展，

“环境正影响、区域新发展、生活更美好”

的冬奥可持续发展愿景渐成现实。

开向“协同发展”的列车
■本报记者 贺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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