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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建斌

　　

　　疫情背景下举办冬奥会极为特殊，因

为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对于境内观众而

言，原计划公开销售门票的方式调整为定

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最大限度保障了涉

奥人员和观众的健康安全，但门票收入毫

无疑问没了。这是否会对冬奥会带来的经

济效益产生影响？

　　“成功举办冬奥会对北京经济增长形成

正向效应，是新的增长点。”2022北京新闻中

心主任、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近日

回应说，北京冬奥会对冰雪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和民生水平提升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去年以来，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经济持续恢复，全市经济总量跃上4万

亿元新台阶。

　　徐和建介绍说，在筹办过程中，冰雪旅

游、体育赛事、教育培训等多领域协同发展，

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财政

收入与改善民生相融合，促进交通、水利、市

政、绿化美化、环境治理等方面发展；与城市

环境提升相融合，促进城市运行水平提高；与

推广冰雪运动相融合，促进市民体质提升和

冬季运动发展。

　　徐和建表示，后奥运时代冰雪产业发

展未来可期，北京将发挥“双奥之城”的优

势，举办更多国际冰雪赛事、群众冰雪赛事

和青少年冰雪赛事，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

从冷项目变热运动

　　冬奥会的举办，让群众冰雪运动迅速普

及，从冷项目变成热运动，为冰雪运动可持续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预计2022年北京参与冰雪运动的人口

将达到1000万。”徐和建介绍说，冬奥会对北

京冰雪产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青少年冰雪

运动取得长足进步，如北京现在注册的青少

年冰球运动员已超过5000人。

　　为激发市民参与冰雪消费的热情，北京

市也出了很多实招。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孟

强华介绍说，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

力引导促进冰雪消费。1月以来，全市发放冰

雪体验券超过4.65万张；1月底，北京市体育局

联合高德地图研制的“2022年北京冰雪消费

地图”上线发布，为市民提供“千万专属打车

补贴”。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日期间，冰雪场所

开放54家，接待人次74万，同比增加253%。

　　而这背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冰雪场地

设施建设提速，建成了一大批国际水准的冰

雪场地设施。孟强华介绍说，2021年，北京市

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全市

1800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冰面数量达到49块，

超额完成2022年目标。

发挥“双奥之城”优势

　　冬奥会的顺利举办，标志着北京成为

名副其实的“双奥之城”。徐和建透露，北京

将发挥“双奥之城”的优势，举办更多的国

际冰雪赛事、群众冰雪赛事和青少年冰雪

赛事。

　　“首先是高质量做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各项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孟强华

透露，下一步，北京市体育局将持续组织好第

八届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赛事活动和2022年

北京冰雪消费节活动。另外，筹备北京市第二

届冬季运动会，完善青少年冬季项目U系列

赛事体系，举办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和

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

　　与此同时，积极稳妥筹办和申办高水

平国际品牌赛事。在做好大型体育赛事疫

情防控前提下，稳妥办好北京马拉松、北京

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国际雪联单

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等国际品牌

赛事。

　　此外，举办丰富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办

好全民健身体育节、“和谐杯”乒乓球等品牌

活动，广泛组织健康走跑、骑行、广场舞等群

众参与度高的赛事活动，形成“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赛事”的良好局面，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作出积极努力。

留下丰富的冬奥遗产

　　“冬奥会对促进北京城市发展发挥重要

作用。”在徐和建看来，最直接的就是为主办

城市留下丰富的冬奥遗产。新建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光影流转，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傲视群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蜿

蜒灵动等，这些场馆将现代奥林匹克元素与

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已成为主办城市的

地标性建筑。北京城市无障碍环境的规范性、

适用性和系统性水平也都显著提升。

　　徐和建认为，冬奥会还会带动区域深刻

转型发展。比如，首钢地区抓住冬奥筹办契

机，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地标，创造世界

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复兴的典范；延庆地

区利用冬奥效应，促进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涵

养区建设新样板；此外还对京津冀协同发展

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引作用。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建成通航，京礼高速、京张高铁相继建成通

车，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进入“一小时

生活圈”。

　　另外，冰雪科技长足进步，科技助力冬奥

备战，产生一大批冰雪科技成果，为后续冰雪

装备研制、冰雪运动训练等方面提供重要支

撑。徐和建表示，相信随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的成功举办，更多筹办成果将为广大民众与

主办城市发展带来更多长期收益。冬奥经济效

应还将持续释放，“双奥之城”将进一步提升北

京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竞争力，不仅有助于引

进更多国际高水平冰雪赛事，更有利于吸引

国外优质资本和优秀人才来京投资兴业，为

北京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欣

　　

　　2月10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

男子单人滑自由滑项目的比赛在首都体育

馆举行，这场堪称“神仙打架”的比赛，万众

瞩目。

　　中国选手金博洋一袭红衣出场，3个四

周跳全部高质量完成，在此次比赛中自由滑

得到179.45分，刷新个人赛季最高分，一曲终

了，金博洋难掩激动之情落泪，“金博洋哭

了”的话题瞬间冲上热搜。

　　加上此前短节目得到的90.98分，金博洋总

分270.43分，排名第九。虽无缘奖牌，却奉献一

场完美的表演。不少人恭喜他，浴火重生。

　　“少年成名”的他，14岁就完成了自己的

第一个四周跳；18岁在中国杯比赛中完成了

“勾手四周接后外点冰三周”，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在国际赛场上完成该动作的运动员；

2016年成为中国首位登上世锦赛领奖台的

男单选手；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花滑男单

第四名……

　　金博洋的身上承载了太多期待，而他也

确实前途无量。但进入北京冬奥会周期后，

他一度状态不佳，甚至在北京冬奥会前一年

的世锦赛仅位列第22名，职业生涯仿佛坠入

深渊，饱受外界质疑。

　　好在，这次北京冬奥会，金博洋战胜了

自己，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回来了！

　　而与金博洋同组出场的日本人气花滑

选手羽生结弦，同样在赛场不断挑战自己。

比赛期间，羽生结弦摔倒两次，在场的观众

都倒吸一口冷气，许多人不理解他为何会出

现这样的“失误”。

　　或许，这并不算是“失误”，19次打破世

界纪录，拥有两枚奥运金牌的羽生结弦，早

就定下了目标，在正式比赛中呈现史上第一

个完整的阿克塞尔四周（4A）跳跃。他是花

滑界的“孤勇者”，不断突破、挑战自我的精

神值得敬佩。

　　摔倒起身后，羽生结弦丝毫未受影响，尽

力展示自己，完成比赛。深深鞠躬，抚冰谢幕，

难掩不舍与遗憾，最终还是释然，抬头后又是

阳光灿烂的微笑。他在采访中说：“我没能在这

届奥运会实现我的梦想，但我真的尽力了。”

　　正如作家史铁生曾写道的那样，“奥林

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

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

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

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

　　对于羽生结弦的表现，金博洋称赞：“他

的精神真的不可思议，在27岁时挑战四周半

的难度，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相信

只要他一直相信自己，坚持挑战，就一定可

以在未来的比赛中成功完成。”

　　“不断突破自我就是体育精神、奥林匹

克精神。”赛后，金博洋接受采访时说，“上届

奥运会时，我们可能都想着要争取奖牌，但

这一次，我们想的都是突破自己，拿精神上

的金牌。”

　　四战冬奥的中国选手蔡雪桐，是单板滑

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名将，今天在比赛中创

造了个人冬奥会最高排名，但排名第四仍无

缘领奖台。28岁的她表示：“如果我有能力能

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的极限，或者是会发掘我

的潜力，我会继续的。”

　　战胜病魔、重返巅峰的加拿大选手马克

斯·帕罗特，曾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后不幸

罹患癌症，2019年12次接受化疗，对当时的

他而言，再次回到赛场很难想象，但他创造

了奇迹。

　　“笑着滑过终点线”的德国速滑选手克

劳迪娅·佩希施泰因，是世界上第一位参加

八届冬奥会的女选手，即将过50岁生日的她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滑冰奶奶”。她说：“10年

前，就有人说我老了，但现在我很骄傲，因为

我还能和年轻人同场竞技。”

　　或许，这正是奥林匹克的魅力所在，每个

站在奥运赛场上勇于挑战自我的选手都是勇

者。奥林匹克精神让全世界人民更团结，我们

为每一位选手喝彩，我们为每一次精彩表现

欢呼。向挑战自我的运动员，致敬！不论结果如

何，他们已经拿到了精神上的金牌！

本报北京2月10日讯  

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
为冬奥赛场上每一位拼搏的选手喝彩

冬奥一线

后奥运时代冰雪产业发展可期
成功举办冬奥会对北京经济增长形成正向效应

冬奥特稿

  2月10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自由滑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图① 美国选手陈巍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 摄

  图② 日本选手羽生结弦向观众致意。                      CFP供图

  图③ 中国选手金博洋在比赛中。                        CFP供图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2008年8月1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第一条高速铁

路——— 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作为0001号高铁司机，李东晓驾驶着

高速动车组完成了首趟值乘任务。

　　14年后，李东晓所在的单位承担京张高铁动车驾驶任务，他继续

参与服务和保障北京冬奥会，再次与奥运邂逅。

　　14年间，李东晓从一名高铁司机成长为一名管理人员，现任中国

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怀柔北机务段党委书记。

　　李东晓十分感慨的是，14年间，他驾驶的列车从“和谐号”到“复

兴号”，亲历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见证

了“双奥之城”的繁荣发展。

难忘

　　让李东晓至今都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多国元首、

政要、运动员和游客乘坐他驾驶的列车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在感

受到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和高铁的便捷后，他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为中

国高铁点赞。

　　那时，中国高铁刚刚起步。李东晓回忆说：“对于我来说，一切都

是从零开始，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套用，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只

有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地反复摸、学、练。”

　　在联调联试期间，李东晓作为线路和列车性能测试环节的绝对

主力，白天在车上练习操作，夜晚在车下整理测试数据，先后200多次

参加高速动车组运行试验。

　　通过反复操作验证，最终成功创立出具有“快、稳、准”特点的“东

晓操纵法”，使高速列车运行时间精确到秒、对标停车精确到厘米，实

现了安全、平稳、舒适的运行，以实际行动助力北京奥运会。

　　复兴号从2017年诞生以来，逐步发展壮大，型号越来越多，性能

越来越先进，覆盖范围越来越广，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高品质的高铁

运输服务。

　　如今，在京张高铁上驰骋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自豪

　　冬奥会2月4日在北京开幕，北京成为全球首个举办夏季、冬季奥

运会的“双奥之城”。于李东晓而言，最光荣和自豪的无疑是作为中国

铁路系统的一名基层职工，有幸亲身参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服务保障工作。

　　当前，奥运健儿正在赛场激烈角逐、奋勇争先。李东晓说：“我们

将在接下来的服务保障中，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优质的服务、更

加精细的工作，完成好每一趟运输任务。”

　　为圆满完成冬奥会任务，他们专门成立“京·心”乘务组，倾心打造服务保障冬奥会的高

铁司机乘务品牌。与此同时，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后备队伍，为服务冬奥会形成梯队保障。

　　李东晓指出，强化高铁司机“精神抖擞、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传承，严

格落实作业制度和技术标准，坚决确保列车运行安全正点，努力提升职工业务技能，建立“一人一

档”培训管理制度，配置多种机型的模拟驾驶设备和VR装置开展常态化培训，特别是运用高科技手

段模拟上百种应急场景，全面提升高铁司机应急故障处理和非正常情况的处置能力。

　　“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将激励着高铁司机担当作为、奋勇向前。

李东晓表示：“我们动车组司机驾驶着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往返于北京、崇礼、延庆赛区，在不

同的‘赛道’上奔跑。”

非凡

　　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中国高铁

走过了从追赶到领跑世界的历程。

　　谈及变化和感受，李东晓说，一是，“一条线”蝶变成“一张网”。从北京夏季奥运会第一条

高铁线路的京津城际，到现在的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京哈高铁、京张高铁、京雄城际，新建北

京南、北京朝阳、清河、延庆、大兴等高铁车站，四通八达的高铁网极大促进了北京经济社会

发展，使北京有足够的实力申请和承办一届精彩的冬奥会。

　　二是，“12小时”缩短为“4小时”。从北京到上海，原来坐火车需要12小时，现在乘坐高铁复兴

号，最快4个多小时就能到，实现“千里京沪一日还”，人们出行越来越便捷了。从北京出发，1小时

内可达天津、雄安、保定、承德、张家口等城市，两小时内可达石家庄、秦皇岛等城市。高铁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插上了翅膀，也为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

　　三是，“一张票”升级为“一个系统”。铁路12306购票系统的功能越来越完善，实行电子客

票，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在网上购票，彻底告别窗口排队历史。随着系统功能不断扩展，提供

的服务也越来越贴心，刷脸进站、互联网订餐、中转换乘、自主选座等智能化便捷服务，使人

们幸福感、获得感更强，坐着高铁看中国，成为人们美好旅行生活的真实写照。

　　高铁是北京“双奥之城”繁荣发展的缩影，也是北京亮丽的名片。“中国的现代化铁路，将

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北京冬奥会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李东晓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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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发布

　　本报讯 记者侯建斌 见习记者刘欣

“根据目前核算，北京冬奥会将实现全部

‘碳中和’目标。”2月9日，在国际奥委会和

北京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

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森透露，“筹办6

年多来，通过低碳场馆、低碳能源、低碳交

通、低碳办公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碳排

放，同时采取林业碳汇、企业捐赠等方式实

现碳补偿，保障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

顺利实现。”

　　在谈到低碳理念是如何融入北京冬奥

会筹办工作中时，李森举例说，“水立方”变

身“冰立方”，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冰

壶比赛场地，是夏奥遗产变身冬奥场馆的

典型，这种转化模式减少了新建场馆产生

的碳排放。而北京冬奥会一共利用了6个北

京2008年奥运会的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可

以说为低碳场馆树立了样板。

　　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续发展总监

玛丽·萨鲁瓦认为，北京冬奥会在场馆利

用方面发挥了典范作用，“这些夏奥场馆

不仅可以在举行冬奥会时使用，未来还

可以举办各类体育赛事，还可以在各种

娱乐、文化活动中继续使用。实际上体育

场馆再利用的所有特点都在本届冬奥会

中被融合起来”。

　　同时，奥运会历史上首次使用最清洁

低碳的二氧化碳制冷剂。目前，包括国家速

滑馆在内，北京冬奥会共有4个场馆使用了

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李森说：

“这种二氧化碳制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

能缓解温室效应，也不会对臭氧层造成破

坏，运行过程中节能约20%。利用这种技

术，刚开始建设时成本会稍微高一些，但从

长远来看，二氧化碳制冰技术可以实现热

能回收利用，也会大大降低成本。”

北京冬奥会将实现全部“碳中和”目标

　　本报北京2月10日讯 记者蒲晓磊

近些年，北京市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

战略，建设好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以首善标准打造高水平开

放新高地取得显著成效。今天，2022北京新

闻中心举行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两

区”建设工作情况。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

颖介绍说，2021年，北京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7603.7亿元，同比增长4.5%，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18.9%，占比接近国际金融中心城

市；金融业实现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地方级税收的占比均超过五分之一；法人

金融机构数量900余家，金融资产总量超过

180万亿元，继续保持经济结构中占比最

高、对经济增长拉动最大、财政增收贡献最

明显的第一大产业地位。

　　王颖在发布会上提到，数字人民币试

点在去年取得了积极进展，历经了从一个

站（大兴机场站）到一条街（王府井步行

街），再到“双奥之城”的建设历程，已经覆

盖冬奥全场景40余万个，交易金额达到96

亿元。

数字人民币试点覆盖40余万个冬奥全场景

  图为近日，北京南山滑雪场游客众多。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