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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建斌

　　2月4日，北京冬奥会拉开大幕。奥运健儿们在赛场上驰

骋，精彩不断，屡创佳绩。2月5日下午，在“冰丝带”举行的速

度滑冰女子3000米项目上，荷兰选手夺得冠军，并且打破尘

封20年的冬奥会纪录。

　　中国队同样表现不俗。2月5日晚，在短道速滑2000米混

合团体接力比赛中，由武大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冠军，这也

是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

　　2月7日，在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17岁

的中国新星苏翊鸣最终以88.70分摘得银牌，为中国队创造

了该项目历史最好成绩。同一天，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短

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任子威为中国短道速

滑队再夺一金，李文龙获得一枚银牌。

　　2月8日上午，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选

手谷爱凌以两轮成绩188.25分获得金牌，收获了个人在冬奥

会上的首枚金牌。

　　另一个好消息是，北京冬奥会赛事运行整体平稳良好。

目前，闭环内没有引起聚集性疫情，也没有影响赛事正常举

行。据预测，随着入境涉奥人员的减少，海关检测新增阳性

病例数量会逐渐降低。

　　这些成果的取得足以证明，我们有能力举办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而这背后，离不开高质量的赛事服

务保障工作。

5万余人参与冬奥城市运行和环境保障

　　“预计冬奥会期间，全市城市运行各领域保障人员18万

人，参与冬奥城市运行和环境保障5万余人，全面保障城市

运行安全。”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张岩表示，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冬奥会的城市运行保障高效顺畅，为举办一届

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提供强有力支撑。

　　事实上，为确保城市运行保障高效顺畅，北京做好了万

全准备。

　　在涉奥区域层面，完成“一馆两案三团队”建设。电力、

燃气、热力、供排水、环卫、通信、有线电视、特种设备等专业

保障单位和相关属地政府围绕冬奥会竞赛场馆、非竞赛场

馆、训练场馆等涉奥场所，分别制定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

已组建保障团队223支，共有保障人员2582人、保障车辆和

相关设备1700余台（套）。进一步落实场馆内与场馆外的“手

拉手”工作机制，做到场馆内外无缝对接，突发事件快速处

置。全面开展能源保供。进一步加强需求侧管理，精细测算

电力、天然气需求，对接好场馆用能需求“最后一厘米”，切

实保障冬奥会用能。进一步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印发防范施

工破坏地下管线方案，全面排查165处涉奥场馆周边及重要

联络线，安全隐患全部清零。

　　同时，针对赛区森林火灾风险，制发《北京冬奥会延

庆赛区及周边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在有林区开展两

轮次的全覆盖联合检查———“森林防火护航北京冬奥专项

行动”。

　　作为冬奥森林防火的主阵地，延庆区全区部署各级各

类综合消防救援队伍30支875人，其中在核心区预置的有70

人。据了解，为加强赛区及重点区域的森林防灭火保障，市

森林消防救援总队抽调35名消防队员，靠前支援延庆区

延庆镇。

　　在冬奥赛时气象服务保障上，北京市气象局提前开展

需求分析，制定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和风险隐患防范清单，

全面梳理4类风险事件、5个风险场景和13种应对措施，组建

专班团队开展开闭幕式天气复盘研究，气象数据实时传输

至指挥部，为开幕式提供多频次精细化现场预报服务。冬奥

赛时阶段，气象部门将实施北京气象冬奥赛时安全防范行

动，确保网络安全、生产安全、防疫安全；开展极端天气应对

演练，以有序有效的服务确保冬奥赛事安全。

冬奥村综合诊所24小时满足急救需求

  冰雪运动是高风险运动，运动员发生损伤概率较高，及

时、科学、有效的医疗救治是冬奥会成功举办的有力保障。

　　为全力保障冬奥赛场安全，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共设

置88个医疗站，提供现场医疗救治以及伤病员分流转运工

作。从17家定点医院和2家院前急救机构选拔1300名医疗骨干，作为场馆的医疗保障人员，并

配备457名院级后备力量。从12家三级医院抽选120名医护人员组建市级后备队，配备场馆救

护车74辆，其中负压救护车54辆。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建辉说，针对每个场馆比赛运动损伤特点，各医疗机构还专

门配置了包括骨科、口腔科等专业学科的医务人员，在冰球场馆增配了CT、牙椅等设备，真

正实现医疗保障“一场一策”。

　　北京市建成1500平方米北京冬奥村综合诊所和1658平方米延庆冬奥村综合诊所，配备了

分别覆盖急诊、理疗康复、影像、中医、牙科等18个学科，可保障赛时门诊、急诊、康复转院等

医疗救治工作。

　　目前，来自宣武医院、北京安贞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急救中心等医疗机构的医

护人员进驻北京冬奥村和延庆冬奥村综合诊所，随时满足每天16个小时基本门诊和24小时

紧急救治需求。

　　王建辉介绍，按照冬奥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协同北京市冬奥组委，将涉冬奥伤病员分为新

冠肺炎确诊与疑似患者、闭环内发热症状患者、闭环内其他伤病员、闭环外发热症状患者、闭环

外其他伤病员等5类。调整优化定点医院收治任务，18家定点医院实施精准分类收治，避免不同

风险伤病员流线交叉。

最高每日可安排开行冬奥列车40对

　　这几天，在冬奥赛场外也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京张高铁线路上飞驰的复兴号动

车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北京冬奥会量身定制的一列新型奥运版智能复兴号动

车组，实现智能化与人性化完美结合，它的名字叫“瑞雪迎春”。

　　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车辆部高级工程师贾潞眼中，新型奥运版智能复兴号

动车组既有颜值，也有内涵。在“瑞雪迎春”号动车组列车上，开创性地设置了5G移动超高清演

播室。这是全球首个设置在时速350公里高铁列车上的5G超高清演播室。正式上线以来，演播室

内播出的节目已传向四面八方，为宣传报道冬奥盛会提供了全新平台和视角。

　　为保障连通北京、张家口两地三个赛区的铁路运输任务，铁路北京局集团也做了精心准

备。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介绍说，“根据冬奥会运输需求，我们科学制定

开行方案，确定1月21日至3月16日为冬奥服务保障期，最高每日可安排开行冬奥列车40对。”

　　此外，还预备23对预备线，根据客流变化和冬奥运输的临时任务，实施“一日一图”，随时

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清河站至延庆站、太子城站、崇礼站的运行时间分别为26分钟、50分钟、65分钟。

“预计在整个运输服务保障期间，运送各国运动员、技术官员和持票旅客将达20万人次。”王勇说。

　　对京张高铁的清河、延庆、太子城站，实行为期55天的闭环、非闭环管理。闭环人员实施

“固定车厢、固定站台、固定通道、固定交通接驳区域、固定站车工作人员”的点对点、一站式

全流程闭环管理，设立专用候车区，与普通旅客互不交叉。

　　研发冬奥专用售票程序，冬奥会注册卡人员和持票观众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App

专用入口预约车票。

　　据介绍，按照北京冬奥组委的统一安排和疫情防控要求，使用冬奥运输服务专用列车并

指定专用车厢，每日运输任务完成后，动车组列车进行全面消毒。在清河站、太子城站、延庆

站的闭环区域每小时消毒一次，冬奥列车车厢每趟次出库、终到各消毒一次，为运动员提供

安全卫生的乘车环境。

本报北京2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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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一线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 本报通讯员 车宗凯 宋志浩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2月4日晚，立春之日，鸟巢，举世瞩目的

北京第24届冬奥会在这里盛大开幕。这是14

亿多中国人民永难忘怀的时刻，这是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又一辉煌的瞬间。

　　在这场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交织相

融的盛大仪式背后，闪耀着1600余名国家体

育场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当中，既有流下热泪

的升旗手，也有因为一句热情的“Welcome to

China！”感动美国运动员、火遍全网的“粉衣

小哥”。开幕式上，他们的形象让世界瞩目；他

们用志愿服务的热情与激情，汇聚成这场冰

雪盛会上最温暖的光。

　　——— 这束光，是湛蓝的背影。

　　开幕式上，每一个看台总有那么几抹“明

亮的天霁蓝”穿梭在人群中，他们或负责检票

验票、或负责秩序维持、或负责礼宾接待、或

活跃气氛，显得格外瞩目。

　　赛事服务业务领域的志愿者叶天阳负责

五层北看台的检票验票工作。为了这看似简

单重复的工作，他准备了很久。“冬奥会开幕

式的成功有我的一份微薄之力，我很满足。”

作为验票员，他没有办法和观众一样在看台

上感受开幕式的热烈氛围。一墙之隔的看台，

他透过小小的门洞看到了绚烂的焰火。

　　同样来自赛事服务业务领域的雷雨作为

看台管理员，需要全程关注观众的需求，尽管

无法全程观赏开幕式，但从观众们期盼、满

足、充满喜悦与希望的脸上，他仍然体会到了

志愿服务的奉献意义。他说，“尤其是在奏唱

国歌环节，那是我为数不多的一次回首。我摘

下帽子，面对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国歌的旋律

从我的胸腔中喷薄而出”。

　　开幕式当晚，场馆内的气温一直保持在

零摄氏度以下，但现场的看台上的热度却不

断高涨，看台上的志愿者与观众之间形成了

默契的联动。赛事服务业务领域的林欣霞说：

“有几位观众在离场时特意走来对我们说‘今

天辛苦了！’和我们大声互道新年快乐，那一

刻我无比幸福！”

　　——— 这束光，是炽热的情怀。

　　开幕式上，鸟巢外的北京赛区火炬台由

国家体育场志愿者张军英点燃，49岁的她是

一名典型的“双奥人”。

　　她曾于2003年到2008年作为“鸟巢”中方

设计主持人助理，参与了鸟巢建设。本次冬奥

会，她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再次回归鸟巢，同

时她还参与了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工程

建设，任太子城冰雪小镇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负责人、崇礼区庆典广场（冰雪博物馆）项

目管理负责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她就是一名城市

志愿者，在社区服务。她说：“我的感觉是，奥

运会志愿者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一定在

一线，会经历很多难忘的场景。相反，我倒觉

得很多志愿岗位很普通，很寻常，但就如同建

设工程需要诸多团队和环节合力去完成，这

些普通的志愿者也是奥运大事中的一个环

节。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这

件大事就成功了。”

　　从2008年的社区志愿者到2022年的冬奥

会赛会志愿者，从鸟巢建设到冬奥会张家口

赛区工程建设，张军英也在不断地为北京这

座“双奥之城”贡献着自己的热情和光亮。她

点燃的，是奥林匹克之火、志愿精神之火，微

小而坚定的火焰在鸟巢外绽放出希望与永恒

之光。

　　——— 这束光，是幕后的坚守。

　　开幕式当天，一个又一个“中国式浪漫”

在鸟巢上演，但技术业务领域的王哲却双眼

紧盯着屏幕。

　　作为技术业务领域的志愿者，王哲主要

负责场馆内无线电频谱定点监测等工作。虽

身处开幕式的现场，他却无法欣赏精彩的瞬

间。他说，“吹彻3个小时的寒风会让每一个人

沉默着隐藏在黑暗里，但是大家都牢牢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就在巨大“迎客松”盛放鸟巢之时，有一

群志愿者却在鸟巢不远处的空地搬运物资，

忙碌的工作使他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欣

赏头顶盛放的焰火。注册业务领域的志愿者

王秋艳就是其中的一员。开幕式当晚，她临时

接到搬运物资的紧急任务，但是这也意味着

她无法亲眼见证冬奥会的开幕。巧的是，后来

在电视转播的航拍画面里，王秋艳找到了当

时正在搬运物资的自己和伙伴。“那个空地上

的‘像素点’，就是忙碌的我们。”

　　邹学成和杨程怡是志愿者业务领域志愿

者，作为“志愿者的志愿者”，他们笑称自己是

“志愿者的二次方”。虽然身处鸟巢，但是邹学

成和杨程怡却没能亲眼看到开幕式的盛况。

　　在鸟巢，邹学成的工作主要是全体志愿

者的疫情防控。上岗前，为了保证每一个志愿

者的健康，他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在现场，他

又化身疫情防控“宣传员”，在志愿者休息区

拿着大喇叭反复提醒，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防

疫“薄弱点”。

　　开幕式进行时，杨程怡正在“志愿者之

家”值班。作为综合协调组的一员，她主动承

担值班、分发物资等事宜。在工作之余，她和

志愿者伙伴们偶尔瞄一下志愿者之家的电视

机屏幕，“见证”门外不远处正在上演的精彩，

她感到十分幸福和满足。

　　这一晚，浪漫、空灵的蓝色既是开幕式的

主色调，也恰好与冬奥会志愿者的“天霁蓝”

相互映衬。

　　这一晚，1600多名鸟巢志愿者在不同的

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在热闹的看台上跳跃

欢呼、在寒冷的夜色中挥汗如雨、在如织的人

群中来回穿梭、在冰冷的楼道里默默坚守、在

呼啸的北风中站如青松……

　　这一晚，志愿者的光，给冬奥带来了春天

的讯息、青春的颜色，这束光是冬奥赛场上

“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力量。

冬奥会开幕式上的青春力量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鸟巢志愿者群体速写

冬奥特稿

  春节期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冬奥村里张灯结彩，志愿者和各代表团成员相聚一堂，庆

祝欢乐祥和的春节。图为塞尔维亚代表团成员和志愿者在延庆冬奥村合影留念。

   新华社发 肖绍雯 摄  

  2月8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图为中国选手金博洋在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马宁 摄  冬奥瞬间

　　本报北京2月8日讯

记者侯建斌 见习记者刘

欣 今天上午，国际奥委

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举办例

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疫情

防控”主题作介绍并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北京冬奥

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

任黄春称，目前冬奥闭环

内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

只要各方坚持行之有效

的、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

今后一段时间新冠阳性病

例数将会持续下降。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

言人严家蓉介绍，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依然持

续，为营造一个良好比赛

氛围，北京冬奥组委克服

了重重困难组织观众现场

观赛。在组织观众的过程

中，始终把疫情防控放在

首位，兼顾各方观赛的需

求，并且充分地体现广泛

性，所有观众都是自愿报

名观赛，同时需要在观赛

前、观赛中和观赛后严格

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要

求。在观众人数方面，观众

的数量会因各个具体场馆

的大小、具体情况不同有

所调整。

　　黄春介绍，观众为闭

环外人员，需要在赛前进

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

进入场馆后通过单独的

出入口通道走向看台，返

回也是同样的流程。返回驻地或居所后，

要经过一周的健康监测和两次核酸检

测，确保城市面的安全。他解释，健康监

测不是隔离，可以正常上班工作，只是最

好不要参加聚集性活动，并按时按要求

做核酸检测。黄春称，目前闭环内疫情防

控整体情况较好，下一步将根据需求增

加观众上座率。

　　此外，因为疫情原因，涉奥人员只能

在闭环内活动。严家蓉说，“这么做是因

为没有安全的防疫，就没有成功、精彩

的奥运会。我们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

为了最大限度地给运动员的参赛提供

安全环境，让运动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

全力以赴去创造最好的成绩，实现他们

的梦想。”

　　严家蓉表示，北京冬奥组委和闭环

外的北京新闻中心联动，组织了一系列线

上观光采访活动。如果闭环内的记者参加

这些活动，可以在主播的带领下进行线上

观光、互动。她特别推荐了2月11日上午的

线上观光采访活动，将走进成都大熊猫基

地，在那里能够见到各个不同年龄段的

冰墩墩原型——— 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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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再说一遍，工作要再精细再扎实。没什

么妙招，只能一遍遍去踏勘，走得多了，自然

能发现问题。”为了保障冬奥会顺利举行，90后

小伙儿朱宇晨愈发忙碌起来，每天在办公楼

和场馆间穿梭，工作内容重复但重要，他和

同事们用细心和耐心，守护着这座世界瞩目

的“双奥场馆”。

  朱宇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

寺派出所打击办案队副队长，冬奥会首都

体育馆花样滑冰训练馆安保副经理。记不

清绕着训练馆走了多少圈，但手机上每天显示

的步数诉说着付出。“注意排查隐患，有情况随

时上报”是他日常巡查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场

馆的安保点位很多，每个岗位的执勤民警

工作职责也不尽相同，朱宇晨在巡视的过

程中会到各个点位进行检查，确保执勤警

力知职责、知任务、知处置。

  刚进入场馆不久，朱宇晨在日常巡线过

程中，发现一处护栏与墙面之间具有一定间

隙，存在安全风险。他迅速组织人员对护栏

位置进行调整，并于当天就将周边的护栏全

部巡视调整了一遍，完成最后一处调整他心

中的石头才落了下来。

  本届冬奥会首体场馆采取了先进的制

冰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制冰技术更加环保。

为确保制冰设施安全，负责民警每天都要对

制冰设备室进行巡检，督导服务保障团队落

实出入管理、专人值守等安全管控措施。朱

宇晨放不下心，隔三岔五就会随同具体负责

民警逐一开展巡检。

  “很多都是专业技术领域，跟他们巡检

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朱宇晨

认为，多跟执勤民警聊一聊，走一走，“兜”上

来一些问题，后续才能更好地完善解决，更

好做好服务。

  防疫工作是冬奥安保的一项重要任

务，更是朱宇晨心心念念的事。平日里，他

会时常叮嘱战友，确保发现漏洞、隐患后第

一时间上报并处置。防疫分区、流线设

置……每一个隐患都容不得半点耽搁，发

现之后就要迅速消除。

  场馆安保的每个岗位都有具体人员负

责，每日的工作十分琐碎，随时都可能有紧

急任务需要处理，因此，指挥调度、统筹协调

十分重要。每天早上开完场馆安保团队调度

会后，结合大家提的问题，朱宇晨会再次对

照安保方案与部署图，分析梳理岗位安排，

然后再到各个重要点位巡视。

  有着多年打击办案经历，朱宇晨做任

何事情都要刨根问底。“把事情问清楚了，

知道了来龙去脉，才能做到心里有底。”查

登记簿、查应急预案、查值守情况……每个

具体环节、操作步骤，他都要盯问一遍，很

多不易被发现的小漏洞都难逃他那双敏锐

的眼睛。

  朱宇晨说，除了公安，场馆还有很多

其他领域的团队，大家联动配合才有一加

一远大于二的效果。为此，他根据团队成

员职责任务，加强与场馆其他业务领域对

口衔接，精准性掌握数据，及时解决问题，

对工作进行统筹组织和协调推动，确保实

战实效。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双奥之城”，北京收

获了特殊荣耀，想想自己在其中承担了使命，

朱宇晨觉得非常自豪。2008年奥运会，自己还是

公安大学的一名新生，在电视上看到首体赛场

上运动员们拼搏的瞬间，他非常振奋。没想到，

14年后的今天，自己会作为一名安保民警出现

在首都体育馆，护航运动健儿。

  首体场馆中，还有很多像朱宇晨一样的

“拼命三郎”，他们以“主场、主责、主力”的忘

我付出，织起冬奥安保“安全网”，守护着冬

奥“最美的冰”。

朱宇晨：勤于踏勘守护冬奥“最美的冰”
冬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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