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向未来”的中国样本
——聚焦北京冬奥会遗产的赛后管理与运用

■本报记者 梁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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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崇山

峻岭间，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灯光璀璨，美轮

美奂。7月 16日，场馆向社会公众开放首日，就吸引

了大批市民和冰雪运动爱好者。在此之前，国家速滑

馆“冰丝带”、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首钢滑雪大跳

台“雪飞天”等场馆已相继开放。

从 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今，长达 7年的

冬奥会筹办与举办过程，既形成了场馆设施等有形的

物质遗产，也留下了宝贵的人才、文化等无形遗产。

“7年磨一剑，砥砺再出发。”4月 8日举行的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主席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我们要积极谋划、接续奋斗，管理好、运用

好北京冬奥遗产。”

作为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系统性规划赛后利用

的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的闭幕，揭开了奥运遗产赛后

利用的序幕。如今，以冬奥场馆的开放为新起点，冬

奥遗产携手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

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一起向未来”。

7月 16日，河北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揭牌仪式在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雪如意”举办。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推出“冬奥张家口·精彩不落幕”

系列观光游览，并举办一系列赛事活动。图为选手在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

园首届京张“冬奥场馆”定向赛现场起跑。

新华社发

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开园

7月 9日，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正式对外开放，参观群众可近距离接触体验北京冬奥会“最快的冰”。图

为参观者与“冰墩墩”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四分之一“崇礼人”端
起“雪饭碗”——

冰雪产业实现
弯道超车

户 外 越 野 、山 地 露 营 、高 山 速

降……烈日炎炎，位于河北省张家

口 市 崇 礼 区 的 云 顶 滑 雪 公 园 开 启

“夏日模式”，迎接大批运动爱好者

的到访。这一次，运动场地由银装

素裹的雪场赛道，变成满目青翠的

山地草场。

曾经“冬季专属”的滑雪场开始

探索四季运营模式，不仅盘活了长

期闲置的场地资源，也帮助当地从

事冰雪产业的群众将“雪饭碗”端得

更稳更牢。借势冬奥，崇礼区四台

嘴乡东坪村村民卢永帅从一名滑雪

爱好者变为滑雪教练。如今，他又

多了一个新身份——山地自行车速

降教练，月收入由 2012 年的三四千

元增至上万元。

伴 随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筹 办 和 举

办 ，张 家 口 市 的 雪 场 建 设 、雪 具 销

售、冰雪培训及餐饮、住宿、休闲旅

游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为当地群

众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目前，仅崇

礼区就有超 3 万人从事冰雪相关产

业工作，平均每 4 人中就有 1 人端上

“雪饭碗”。

与 崇 礼 一 起 搭 上 冬 奥“ 快 车 ”

的，是我国整体的冰雪产业。在利

好政策引导下，大量投资涌入这一

新兴产业领域。根据《冰雪运动发

展规划（2016—2025 年）》，今年底我

国 将 建 成 滑 冰 馆 650 余 座 、滑 雪 场

800 座，截至 2025 年冰雪产业总规模

有望达到万亿级。

随着冰雪运动场地、设备等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冰雪产业市场

的 经 济 效 能 将 不 断 释 放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体 育 与 运 动 学 院 教 授 王 兆

红 对 冰 雪 产 业 发 展 持 乐 观 态 度 ：

“ 未 来 ，在‘ 冬 奥 红 利 ’持 续 释 放 、

消费升级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

冰 雪 产 业 的 发 展 潜 力 有 望 进 一 步

激发。”

《 中 国 冰 雪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22）》预计，2021 至 2022 年雪季我

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将达到 3.05 亿

人 次 ，旅 游 收 入 有 望 超 过 3000 亿

元。北京冬奥会虽已落下帷幕，但

乘着“冬”风，冰雪经济发展的大幕

才刚刚拉开。

“金针菇”托起四季冰
雪梦——

科技成果走到
百姓身边

在北京冬奥村核心展区，有个

神秘的“北京小屋”。戴上 VR 头盔，

挥动手柄模拟滑雪杖，体验者就能

从运动员的视角，感受跳台滑雪时

腾空而起的刺激紧张。这间占地 40

平方米的“数字沉浸时空仓”应用虚

拟现实和数字复原技术，展现科技

冬奥、文化遗产、中华传统文化等主

题内容，是科技冬奥和冬奥文化内

容与形式的深度融合。

北 京 冬 奥 会 闭 幕 后 ，“ 数 字 沉

浸时空仓”走出冬奥村来到北京市

延庆区第一中学，让学生近距离体

验 冬 奥 会 的“ 黑 科 技 ”。 据 了 解 ，

“ 数 字 沉 浸 时 空 仓 ”未 来 将 面 向 博

物 馆 、校 园 、社 区 等 多 个 应 用 场 景

继续开展应用示范，利用高互动性

的 科 技 优 势 ，继 续 讲 述“ 奥 运 故

事”。

北京冬奥会筹办伊始，“科技”

就 是 贯 穿 全 程 的 关 键 词 之 一 。 科

学 技 术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共 有

200 余项科技创新成果在北京冬奥

会 上 落 地 应 用 ，其 中 4 项 技 术 是 全

球首次推出，33 项技术在冬奥会上

首 次 使 用 。 这 些 先 进 科 技 创 新 成

果在赛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而是

走 向 市 场 ，走 近 百 姓 ，为 高 质 量 发

展持续赋能。

“这就是被称作‘金针菇’的旱

雪毯。”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的旱

雪四季滑雪场，远远看去，大跳台上

铺 设 的 人 工 旱 雪 毯 与 真 雪 十 分 相

近。

一根根整齐排列的细小圆柱，

头顶圆圆，支撑的颈部约一根手指

长，远看就像一丛金针菇。在这片

旱雪毯上，谷爱凌完成最后阶段的

冬奥冲刺备战，助力她最终夺冠的

“惊天一跃”，也是在这里进行最后

的技术动作打磨。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触感、声

音和滑行体验方面，旱雪毯模仿真

雪的相似度达到 90%。“金针菇”旱雪

毯的出现，让极少下雪的成都，实现

了一年四季滑雪自由。

如今，这家滑雪场已建立生产

研发基地，成为全国第一家申报“旱

雪企业标准”的生产企业。凭借使

用寿命长、性能稳定、安装、拆卸以

及后期维护简单方便的优势，“金针

菇”旱雪毯出口到 10 余个国家和地

区，全国也有 40 多家滑雪场采用该

旱雪毯。

冬奥座椅套“变身”环
保公文包——

低碳生活彰显
绿色蝶变

冬奥会后，位于“鸟巢”西侧的

火炬台一度成为广受欢迎的拍照打

卡地。“雪花”火炬台优雅旋转，伴随

着“咔嚓”的快门声，这座奥运史上

前所未有的火炬台频频定格。

从 2008 年奥运会上熊熊燃烧的

圣 火 到 北 京 冬 奥 会 上 小 巧 灵 动 的

“微火”，14 年间，主火炬点火方式变

化的背后，折射出发展理念的蝶变，

也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

7 月 11 日 ，北 京 市 延 庆 区 首 批

55 辆 氢 燃 料 电 池 公 交 车 正 式“ 上

岗”，投入日常运营。在张家口市，

作 为 冬 奥 会“ 绿 色 遗 产 ”的 氢 燃 料

电池公交车也穿梭在城区街头，主

城 区 786 辆 公 交 车 100% 实 现 绿 色

运营。

冬奥期间，张家口的“风光”发

电实现冬奥会 3 大赛区、26 座场馆

的 百 分 之 百“ 绿 电 ”供 应 。 以 可 再

生能源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成

为 张 家 口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支 柱 。 张

家口市能源局副局长刘峰介绍，冬

奥 会 后 ，他 们 继 续 优 化 电 网 结 构 ，

让 张 家 口 的“ 绿 电 ”成 为 推 动 河 北

省 乃 至 京 津 冀 地 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强劲动能。

从改造利用鸟巢、水立方、五棵

松等原有奥运场馆，到首钢工业园

区变身“雪飞天”，冬奥会点燃冰雪

梦想的同时，将低碳环保的绿色理

念融入初始建造、赛后利用等各个

环节。从理念到行动，由愿景变现

实 ，北 京 冬 奥 会 圆 满 兑 现“ 绿 色 奥

运”承诺，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实现

“碳中和”的奥运会。在冬奥会筹办

与举办的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与

低碳生活理念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点

点滴滴。

“鸟巢冬奥座椅套变身文创公

文包”，7 月 25 日，这一话题冲上社交

媒体热搜榜单，引起广泛关注。公

文包由印有雪花图案的“冬奥冰雪

蓝”座椅套加工而成，每个包配备定

制编码牌，对应“鸟巢”的每一个座

椅编号，凸显该文创产品的唯一性

和文化价值。

低碳出行蔚然成风、“光盘行动”

再掀热潮、垃圾分类持续普及……伴

随一场场低碳活动的开展，冬奥遗

产的“绿色效应”正进一步显现。

14 年前筹办北京奥运会，曾经

困扰市民多年的沙尘天气渐渐消失

踪迹；14 年后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再

次还华北平原一片蓝天白云。“这些

奥运遗产的形成，为冬奥会打下美

丽中国底色。”正如《北京 2022 年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环 境 遗 产 报 告

（2022）》所 写 ，以 北 京 冬 奥 会 为 契

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深入人心，绿色产业发展更加强劲，

在 助 力 中 国“ 双 碳 ”目 标 实 现 的 同

时，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

样本、中国经验。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部分

物资正分批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

开拍卖。第 4 批、第 5 批冬奥物资

8 月 2 日在“北交互联”平台进行

了拍卖，增值率超过 20%。

第 4 批冬奥物资为手机和平

板电脑，第 5 批冬奥物资主要为电

视、投影仪等电器和配套设备，以

及闪存盘等办公用品，主要来自

赛 时 媒 体 中 心 和 场 馆 媒 体 工 作

间。部分电子屏等曾服务于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调

度中心“冬奥大脑”，完成保障任

务后仍处于最佳使用期。

北京产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

表示，冬奥物资处置工作正在进

行中。此前，1 万多条雪地轮胎已

经 分 3 批 完 成 拍 卖 ，增 值 率 超 过

120%。后续，“冰墩墩”“雪容融”

景观吉祥物、人偶服、行李车等也

将上线竞拍。

据 悉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后 ，包 括 开 幕 式 表 演 道 具“ 奥 运

缶 ”在 内 的 约 70 万 件 奥 运 物 资

也 曾 在 北 京 产 权 交 易 所 公 开 拍

卖 ，总 体 增 值 率 达 202%，处 置 收

益 逾 1.9 亿 元 。 随 着 北 京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落 幕 ，冬 奥 物 资

处 置 工 作 也 提 上 日 程 ，寻 求 可

持续利用。

（新华社记者 张 骁、夏子麟）

北京冬奥部分物资分批公开拍卖

2022 年 8 月 8 日是我国第 14

个“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

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全

民健身日”主题活动 4000 余个。

据 介 绍 ，今 年 的“ 全 民 健 身

日 ”主 题 活 动 涉 及 球 类 、跑 步 健

走 类 、冰 雪 类 、体 能 类 、棋 牌 类 、

武术类、操舞类、民俗类等，实现

全 地 域 覆 盖 、全 项 目 设 置 、全 龄

化参与。

为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持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巩

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成果，今年“全民健身日”

期间还将开展“2022 年全国大众

欢乐冰雪周”系列活动，包括首都

体 育 馆 体 育 公 园 正 式 对 社 会 开

放、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主

题活动等。

在充分发挥品牌赛事活动示

范引领作用的同时，国家体育总

局还发布全民健身系列公益广告

和海报，旨在广泛宣传全民健身

的重要意义，号召群众积极健身、

科学健身。此外，国家体育总局

还计划组织国家队、省（区、市）队

运动员进中小学校、进社区开展

健身指导服务工作，推动竞技体

育成果全民共享。

（新华社记者 吴俊宽、王楚捷）

2022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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