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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阳

　　

　　冬奥会帷幕拉开后，全球将目光投向北京。人

们感受冬奥赛事带来的欢乐和激情的同时，也见

证了“欢迎全世界的朋友，2022年相约北京”的“冬

奥之约”。

传递温暖友爱团结

　　在多个海外社交平台上，很多外国运动员连

续更新在赛场内外的见闻，吸引了大批海外粉丝

关注。

　　从坐高铁出发前往冬奥会开幕式，到随美国队

入场，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特莎·莫德一直录着视

频，记录着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发布在了社交账

号上。视频中，在开幕式入场时，特莎·莫德和其他

美国运动员用中文对场边志愿者大喊“你好”，志愿

者也回复以热情的微笑，并冲着他们挥手。其中，一

位志愿者朝她开心地挥手 ，并且热情回应道

“Welcome to China！”随后一直不断说着“欢迎”。

　　特莎·莫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疯狂的一晚。”

这段视频在她的社交账号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不少网

友都表示，一遍又一遍看那句“Welcome to China！”之

后，特莎·莫德更新视频，她表示自己被这位志愿者感

动落泪了。

　　德国运动员莱昂·沃肯施佩格也在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自己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式

的视频。视频中，他在入场过程中不断挥手，还与开

幕式上的工作人员“碰拳”。他配文道，自己会把开

幕式记一辈子。一名粉丝在视频下回复他，祝愿他

在北京取得好成绩。

　　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已有很多这样传递温

暖、友爱、团结的小故事。很多运动员说，他们非常

享受和感谢在中国遇到的一切，每天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数一数会遇到多少志愿者微笑着向自己招手。

　　正如网友热评的那样，所有的爱因为北京冬奥

会而相聚。

吉祥物充满正能量

　　从热销到脱销，近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吉

祥物“冰墩墩”圈粉无数。从国内到国外，一“墩”

难求。

　　北京2022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以熊猫为原

型进行设计创作，墩墩意喻敦厚、敦实、可爱，契

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有

力的身体、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

精神！

　　“可以说，‘冰墩墩’既是中国特色文化与时代

科技融合的化身，也契合了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人

们‘一起向未来’的共同心愿，更与奥林匹克运动的

最高目标相吻合，即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交往、增进

友谊，培育人们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实现世界的

团结、和平与进步，受到青睐也就成为必然。”北京

体育大学冬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冬奥文化

与冰雪运动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邹新娴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

　　作为冬奥文化的传播者、中外对话的使者，

“冰墩墩”不仅备受国人宠爱，而且还受到外国友

人的追捧。

　　不少运动员、记者和冬奥会官员的心都被“冰

墩墩”俘获。日本电视台记者辻冈义堂也因为“冰墩

墩”在中日两国社交媒体意外走红。他在北京采访

报道冬奥会时身穿“冰墩墩”T恤，佩戴的证件带子

两侧挂满“冰墩墩”徽章，手里还举着“冰墩墩”玩

偶，满身“冰墩墩”的他，令日本网友直呼“全是因为

你，冰墩墩卖光了”。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主任克里斯托夫·杜比在

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吉祥物‘冰墩墩’是非

常好玩、有趣的吉祥物，活泼又机智，充满正能量，

肯定会成为我的收藏品。”

　　正如设计者所言，“冰墩墩”的冰壳之下有一分

暖和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

叠加的世界中，但愿“一起向未来”的这声呐喊，能

温暖更多愿意听到的人。

凝聚国际社会信心

　　本届冬奥会，共有9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

运动员相聚“双奥之城”，在五环旗下同场竞技，共

享体育运动带来的欢乐与激情。各国运动员不仅在

赛场上诠释“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格言，还在赛场外的一次次交流互动中消弭隔

阂、增进友谊。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

　　“相信中国将以最高水平举办这一世界体育盛

会”“北京冬奥会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

世界都听见了中方发出呼吁和平与团结的强劲信

息”……俄罗斯总统普京、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等外国政要用真挚的

语言祝福北京冬奥会，高度肯定这一盛会对凝聚国

际社会信心的重要意义。

　　在世界各地，都有热情的民众为北京冬奥会

由衷祝福。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总代表清水哲太郎

和团长森下洋子率该团舞蹈家共同录制题为《一

起向未来》的视频寄语，为北京冬奥会送上祝福。

他们表示，2022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中国将给

全世界和人类带来美好而深远的影响，祝愿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让我们一起向

未来！

　　俄罗斯塔斯社在文章中称，人类比任何时候都

更加需要沟通理解、交流合作、和谐相处、攻坚克

难。北京冬奥会将以全球共通的体育语言和体育精

神，为人类携手抗击疫情照亮前路。五环旗下的北

京聚会，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

起，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希望。

　　不同的雪花汇聚北京，成为一朵人类共同的雪

花。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暖人

画面，生动描绘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心声。

五环旗下的北京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冬奥故事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2月4日，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拉开大

幕，奥林匹克之火再次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燃起。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说：“要给我们的团队和昨晚开幕式呈现打

100分。”

　　在这完美呈现的背后，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公共区团队2800余人连续奋战，顺利完成

设施搭建、观众服务、交通车辆通行、安全保

障等任务；用时两天在大屯路龙形水系桥西

南侧为闭环记者搭建2750平方米临时拍摄平

台，组织专业公司定期消杀，实现媒体服务和

观众集散的无缝衔接；为保障烟花表演安全，

消防团队提前湿化两万平方米焰火阵地周边

绿地，清理焰火阵地周边可燃物，预先设置消

防器材，专人看管重点设施，开幕式后连夜对

湖景东路焰火阵地约1.5万平方米区域进行

人工清扫作业……

　　2月9日，在2022北京新闻中心冬奥会场

馆服务保障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朝阳区副

区长孟锐指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28

个业务领域，每天24小时运行，赛时承担“安

全保障、赛事保障、市政保障、服务保障、开

闭幕式保障”五大任务，需要服务4个场馆

运行，沟通北京冬奥组委各部门，衔接市、

区相关外围保障力量，确保整个区域顺畅、

高效运行。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缩影。为确保冬奥赛

事顺利安全，石景山区、延庆区也纷纷发力，

持续做好冬奥场馆服务保障工作。

建立防疫物资采购绿色通道

　　据介绍，朝阳区有3个竞赛场馆，分别是

国家体育馆冰之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

游泳中心冰立方，同时还有8个非竞赛场馆，

分别是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国家体育

场、北京颁奖广场主媒体中心、奥林匹克大家

庭酒店、残奥大家庭酒店、北京冬奥村和冬残

奥村、北京冬奥村兴奋剂检测中心。

　　在孟锐看来，“做好疫情防控，是我们

此次办奥乃至比赛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围

绕场馆内外的疫情防控特点，朝阳区做了充足准备。在前期，指导

场馆按照“一馆一策”要求，分别制定方案，绘制出了风险管理分区

的示意图，实现防疫政策、标准、措施、要求、分区做到五个一致，同

时就闭环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研究制定涉奥场所周边的

核酸检测，涉奥人员溢出及管理，协助保障团队做好人员环境的

管理。

　　与此同时，加强排查检测，落实人物同防。孟锐透露，目前已经完

成超过77万人次中高风险人员的排查、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管理；

完成核酸检测5万件次，消毒面积近700万平方米。

　　另外，在场馆里配备使用无害化喷雾消毒机器人，大幅提高了大

面积消杀的效率。在速滑馆的热身区、更衣室、卫生间等点位每日开

展空气环境中气溶胶新冠核酸检测，提高了监测预警的能力。

　　“专门建立冬奥防疫物资采购绿色通道，按照场馆的申请，及时

完成配送。还制定了医疗废物清运的服务模板，督促各场馆与清运公

司签订三方协议，落实相关工作。”孟锐指出，截至目前，朝阳区已经

顺利完成冬奥会开幕式和火炬接力等重要活动的服务保障任务。在

此基础上，朝阳区将继续加强赛时的防疫巡查，提醒特许商品的售卖

部、小卖部、饮水区域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保持人员间隔，将医疗防

疫的保障工作抓细做实。

成立“冬奥先锋党支部”

　　2月8日，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得冠军。

　　首钢滑雪大跳台位于石景山区，也是北京城区内唯一的雪上项

目比赛场地。本届冬奥会上，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产生4块金牌。

　　石景山区是北京冬奥组委总部、主运行中心、交通指挥中心、技

术运行中心、电力运行中心、制服和注册中心所在地，也是北京冬奥

会的“指挥大脑”和“大本营”。

　　按照“全区保外围、外围保核心”的原则，石景山区将场馆运行保

障作为整个冬奥服务保障工作的核心，成立以“1办17组”为主要框架

的区级服务保障指挥体系。石景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齐春利透

露，全面落实场馆、业主单位、属地“三进入”机制，从全区抽调各级干

部70余人进入场馆，实现场馆内外协调联动。强化与冬奥组委机关、

“1+6+1”场馆团队以及场馆内外对接，逐项落实各项需属地支持事

项，高质量、高标准、按时做好赛时各项保障任务。

　　据介绍，1月20日，石景山区赛时运行指挥系统全面启动，目前，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均平稳高效有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石景山区还成立“冬奥先锋党支部”。在全区负责

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运行的场馆团队、安保点位团队、志愿服

务团队等6类重点点位及151个社区中广泛成立“冬奥先锋党支部”，

在环境提升、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等一线发挥积极作用。

建成冬奥气象监测网络

　　2月6日，原定于11时开始的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因天气原因

推迟至2月7日12时举行。

　　这背后离不开延庆气象团队加强气象联动会商、严密监视天气

动向、持续提供精准的气象服务。

　　对冬奥会雪上项目来说，气象至关重要。延庆区委副书记黄克瀛

介绍说，为做好冬奥气象服务保障，延庆成立由49人组成的冬奥会气

象服务保障分中心，做好全方位气象服务保障。

　　建成“三维、秒级、多要素”的冬奥气象监测网络，通过自动气

象站、天气雷达、微波辐射计等探测设备，提供覆盖赛区及周边的

天气实时监测数据，为冬奥赛事和城市运行提供重要的监测数据

基础。

　　建立“分钟级、百米级”冬奥预报服务系统，实现延庆赛区100米

分辨率10分钟跟进循环，可模拟近百个天气形势下延庆赛场三维气

象高清模拟数据集，做到0至10天无缝隙实时预报预警。

　　为做到精准预报，延庆还在核心区建立多个气象观测点位，其中

最高的观测点海拔达2198米。

　　冬奥期间，延庆赛区将进行3个大项、4个分项、21个小项比赛，共

产生21块金牌。

　　“延庆在筹备办赛和赛时过程中，始终将保证运动员和所有工作

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作为我们重中之重的首要关切。”黄克瀛透露，

在运动员的救治方面，延庆赛区采取场馆内和场馆外紧密协作、紧密

联动的救治方式。

　　比如在风险最大的高山滑雪项目中，延庆区在高山滑雪中心设

置4个运动员医疗站、两个观众医疗站、20个FOP医疗站，同时还安排

8个救护车组、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整个医疗团队中，场馆的医疗团

队包括外籍滑雪医生、国内滑雪医生、医疗站人员等1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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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建斌

□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欣

　　

　　同心筑梦，共襄盛举。

　　2月4日晚8时，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至

此，北京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必将在奥林匹克

冰雪故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五环旗下，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也一同进入

赛时状态。这支由熟悉涉外体育仲裁和争议解决、

英语能力较强的专业律师组成的冬奥会公益法律

服务团，将如何发挥优势，助力冬奥盛会，备受各界

关注。就此，《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冬奥会公

益法律服务团成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北京市律师协会会

长、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管委会主任高子程告诉

记者，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管委会组建伊始，便

高度重视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的相关工作，仔细研

究、认真计划、全面部署，指导各项工作分阶段高效

有序开展。冬奥会期间，公益法律服务团将用全面、

优质、高效的公益法律服务，向世界各地运动员展

示北京律师形象和风采，向世界展示北京律师的品

格和担当。

23名优秀涉外律师组团

　　2021年12月29日，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正式

成立。

　　北京律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元合律师事

务所管理合伙人邢科科律师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能够入选北京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自己十分

幸运。”因为邢科科清楚，北京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

人才济济。同时，他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根据惯例，奥运会公益法律服务团队是由东道

国自愿设立，通常由当地仲裁机构或律师协会发起

组建，针对赛事过程中的争议纠纷为没有委托律师

的运动员及其他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提供法律咨询、

起草法律文书、代表参赛人员参加奥运会仲裁程序

等法律服务。

　　高子程介绍说，综合往届奥运会的经验，为充

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冬奥盛会，北京市律师协会、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成立冬奥会

公益法律服务团。

　　事实上，为了找到合适人选，北京市律师协

会花了不少心思，对北京市律师的情况围绕多个

维度开展摸底。比如曾经参与奥运仲裁或代理仲

裁经历的专业律师情况；在国际项目及争议解

决、体育法律事务等领域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律

师情况；参与过体育法及体育领域法律法规的制

定或修改，制定相关操作指引，推动体育法领域

的交流与培训等。

　　最终，23名优秀律师脱颖而出，进入为各国运

动员代理仲裁服务的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除高

子程和邢科科，还有21名专业律师成为幸运儿。这

21名专业律师有一个共同点，具备较强的外语交流

能力和涉外法律专业素质。

提供免费公益法律服务

　　据介绍，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的服务对象是

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且需要公益法律服务的各

国各地区的运动员等。

　　高子程告诉记者，服务内容包括：（一）提供法

律咨询；（二）体育争议解决代理服务，即根据当事

人委托，代表当事人提起或应对国际体育仲裁院启

动的相应程序；（三）其他法律服务。

　　记者了解到，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与北京律

协已组建的专责为冬奥提供常规法律服务的公益

团队不同，将在仲裁代理服务范围内为参加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各国各地区服务对象等提供免费公

益法律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设立管委会，负责服务

团具体工作的统筹协调，包括设立公共服务邮箱、

服务电话，统一接受咨询、案件委托，指派服务团成

员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等。

　　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专门开设24小时公

益法律服务电话，并为成员制定接听要求、值班

表、记录表。春节期间也安排服务团成员轮流值

班。接到电话或收到邮件后会做好翻译、记录等

工作，第一时间快速处理。邢科科说：“根据统一

安排，由我负责服务电话第一天的值守工作，心

情非常激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工作，邢科科深切感受到

公益法律服务团有非常健全、高效的工作机制，管

委会统筹协调，服务团和工作小组各司其职，按照

预定流程积极认真开展工作。

　　邢科科坦言：“团队中的每一位律师都忠于职

守，在工作中展现出国际化、专业化和务实的工作

作风，作为其中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

开展体育仲裁规则培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北京市律协组织服务

团及工作小组进行了4次培训。高子程介绍，培训内

容主要包括：奥运会期间的体育仲裁、奥运会国际

体育仲裁院（以下简称CAS）运作概况、北京冬奥会

和各国代表团整体情况、北京冬奥会奥组委法务工

作情况、CAS仲裁的具体程序和法律规则、往届奥

运会案例分析等。

　　“北京律协为公益法律服务团组织了非常贴近

实战的系列培训。”邢科科告诉记者，这些培训是北

京律协长期坚持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一部分。

　　1月18日，公益法律服务团及工作小组以观看

线上直播的形式，参加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举办的培训《奥运会期间的体育仲裁》。

　　1月19日起，公益法律服务团全体成员通过线

上方式学习了《奥运会CAS运作概况》的中英文材

料，全面了解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运作机制和往届仲

裁情况。

　　1月24日，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法务审核

处处长贺淑芳通过线上方式为公益法律服务团及

工作小组进行基础培训，从北京冬奥会和各国代表

团整体情况、北京冬奥组委法务工作情况两个方面

进行讲解。

　　1月25日，外交学院教授、CAS东京奥运会特别

仲裁庭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卢松通过现

场会议方式进行专项培训。课程针对参赛资格、双

重国籍、管辖权、现场裁决等主要国际体育仲裁争

议，详细讲解了CAS仲裁的具体程序、适应法律规

则、争议类型、与商事仲裁的异同，并结合往届奥运

会中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讲解。

　　此外，管委会系统整理了往届冬奥会体育争议

案例的仲裁情况、适用法律、争议焦点等，并分享给

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工作小组的全体成员。

　　通过系列培训，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工作小

组成员全面了解了冬奥会的整体情况，快速掌握了

体育仲裁规则和相关流程，为后续工作高效开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冬奥会大幕已经拉开，公益法律服务团、工作

小组全体成员已整装进入赛时状态。高子程表示，

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全

面、优质、高效的公益法律服务助力冬奥盛会。

用全面优质高效的公益法律服务助力冬奥盛会
冬奥会公益法律服务团保障参赛人员权益

冬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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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2月9日，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的首项比赛男子个人标准台+10公里越野滑雪项目在张家口赛区举行。图为中国选手赵嘉文在个人标准台比赛中。                   CFP供图

  图② 2月9日，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预赛举行。图为中国选手曲春雨（前）和荷兰选手桑德拉·维尔泽布尔在比赛中。                             CFP供图

  图③ 2月9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男子冰壶循环赛中，中国队迎战瑞典队。图为中国队选手邹强、王智宇、许静韬（从左至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