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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建斌

□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欣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以下简

称“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

布之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

奥运遗产的奥运会。近7年的筹办历程中，在

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

展7大领域创造形成了丰厚的冬奥遗产。

　　2月11日，在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

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例报

告集(2022)》（以下简称《案例报告集》）。北京

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在会上表

示，北京冬奥会最大的遗产成果是实现了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据悉，《案例报告集》收录了7大领域中

形成的44个典型遗产案例，总结提炼了冰雪

运动普及发展、冬奥场馆、科技创新、环境保

护、城市更新、区域协同、文化传播、奥林匹

克教育、志愿服务、包容性社会建设等多方

面的亮点成果。

赛时与赛后利用紧密结合

　　“北京冬奥会最大程度使用了2008年的

奥运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新的双奥遗

产。”刘玉民举例说，比如，国家游泳中心、

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新增或优化

了原有设施和制冰设施，把原来夏季的体

育功能扩展到了冬季的体育功能，使得这

两项功能并存，极大地提升了场馆的适

用性。

　　《案例报告集》显示，国家游泳中心是全

球范围内首个通过“水冰转换”变为兼具游

泳馆和冰壶馆功能的场馆。赛后，比赛大厅

将既能承办游泳赛事，又能组织冰上赛事，

同时还能承接大型文化演出活动，从而实现

场馆的反复利用、综合利用、长久利用。

　　作为北京赛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体育场

馆，首都体育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承担短道

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冬奥比赛任务。场馆改

造过程中秉承“修旧如旧”的重要理念，既通

过保持外貌不变以保留人们对首都体育馆

的最深记忆，同时又广泛采用高科技和可持

续发展技术。北京冬奥会后，首都体育馆、首

体短道速滑训练馆（冰坛）、首都滑冰馆、首

体花样滑冰训练馆、运动员公寓与冬奥赛事

中心，将形成4个场馆、2个配套设施、5块冰

面为核心的首体场馆群，致力打造具有体育

文化休闲娱乐各种功能的中国冰雪总部

基地。

　　谈及冬奥场馆的利用，北京冬奥组委总

体策划部部长李森说，首先一流的场馆要办

一流的赛事，希望以后接着举办一些国际高

水平赛事。其次，场馆在赛后面向大众开放，

包括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也在考

虑留出一个大众体验的入口。

  “北京冬奥会新建改建的7座冰上场馆、

9块冰面使用了环保型的制冷系统和制冷

剂。北京冬奥会所有的新建室内场馆也都全

部达到国家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刘玉民

介绍。

　　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为例，《案例报

告集》介绍，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二氧

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这是目前世界上

最为环保的制冰技术，它的碳排放趋近

于零。

带动主办城市全面发展

　　北京冬奥会还带动了工业遗产的复兴

和主办城市的全面发展。

　　近日，北京冬奥会全球收视份额创历届

新高，不少网友对本届冬奥会别具特色的场

地场馆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就包括首钢大

跳台。

　　《案例报告集》指出，作为首钢园区转型

发展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首钢滑雪大跳台将

成为冬奥会留下的重要遗产。赛后，将起到

良好的宣传和聚集效应，成为奥林匹克运动

推动城市发展的典范、世界工业遗产再利用

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

新地标。

　　“此外，延庆和张家口赛区在道路、高铁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下，整个地区发展也

得到极大提升。”刘玉民说。

　　《案例报告集》提到，冬奥筹办加速带动

京张两地交通相连相通、生态环境联防联

治、产业发展互补互促、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初见成效，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取得了积极进展，交出了

冬奥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实现奥

林匹克运动与区域发展双赢。

　　刘玉民举例，张家口赛区在申办冬奥会

前，每年的滑雪人口大概在20万人，现在已

经达到200万人，这些场馆的建设也为这个

地区将来开展群众性冬季体育活动，以及举

办国际性的比赛，提供了场所。

形成体育文化和人才方面遗产

　　筹办冬奥会近7年的时间里，我国还形

成了很多体育文化方面和人才方面的遗产。

　　刘玉民举例：“如成立了农民滑雪队、开

展了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连续7年举

办了全国大众冰雪季，使得中国文化和奥林

匹克文化在场馆中得到相互融合。”

　　《案例报告集》显示，海坨农民滑雪队，这

支因对滑雪的热爱和对冬奥会举办的支持诞

生的滑雪队，经过几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

北京市延庆区一支宣传普及推广冰雪运动、带

动广大群众投身冰雪产业、服务冬奥筹办的重

要力量。他们不但在青少年群体中普及推广冰

雪运动，还通过担任体育社会指导员和体育裁

判，参与冰雪运动宣传推广活动，烘托冰雪运

动氛围，助力冰雪运动开展。

　　目前，他们当中有11人获得国际滑雪教

练证书，1人通过国家滑雪职业资格认证考

试，2人获得高山滑雪三级裁判证书，1人获

得高山滑雪二级裁判证书。他们，已成为农

民转型就业的引领者和榜样。

　　而“全国大众冰雪季”连续举办的7年间，

每年举办超千场次赛事活动，直接参与和间接

影响的人数规模近亿人次，在推动实现“带动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

领和带动作用。根据《案例报告集》介绍，赛后

将持续举办，成为北京冬奥会在带动冰雪运动

普及发展方面的最重要遗产。

　　“另外，我们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场馆

设计、运行、维护、建设专家。”刘玉民接

着说。

　　此外，这届冬奥会给中国留下了很多冰

雪运动人才，在这方面的储备也将不断提

高。李森举例说：“北京市冰雪运动的社会指

导员，也就是一些培养青少年的教练人员已

经达到了23000多人，而河北省也达到2万人

以上，这些都为冰雪运动长期、健康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丰厚的冬奥遗产，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

受益，带动城市和区域协同发展，引领社会

文明进步。这些典型案例成果凝聚了千万个

冬奥建设者的智慧和力量，将为未来奥运会

和我国大型活动的筹办和举办发挥示范和

借鉴作用，这些故事将被人铭记，广为传承，

点亮未来，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留下北京记

忆、贡献北京智慧。

　　本报北京2月11日讯  

北京冬奥会创造形成丰厚的冬奥遗产
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留下北京记忆贡献北京智慧

冬奥特稿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2月10日，2022北京新闻中心再拆“盲

盒”。继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空降”拜年后，

这次提供给中外记者们的惊喜，是中国工艺

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新展入

场券。

　　坐落于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中国工

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紧随

冬奥开幕推出的重磅新馆。

　　活动现场，160余名2022北京新闻中心中

外 记 者 与 观 众 一 起 ，走 近 亮 相“中 华 瑰

宝———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

的1298件（套）珍品。其间，“惊喜盲盒”活动中

征集到的“十佳问题”提问记者，被聘为特约

媒体观察员，享受免预约参观，另有10位幸

运记者获得馆方赠送的书法作品。

　　历经近3年建设，在冬奥会开幕式后第2

天，新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重新开启大门。该馆位于北京中轴线

北延长线上，西侧紧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毗邻多个大型国家级场馆，项目建筑面积

91126平方米，地上共6层。

　　新馆的建成，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博物馆的空白。标志着我国

又新增一处代表国家和首都文化形象、彰显新

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气象的重要文化地标。

　　“几乎与工程建设收尾、验收相同步，我

们马不停蹄，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强大的学

术力量和丰富的藏品资源，同步推进‘中华瑰

宝———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的

展陈论证、设计与布展工作。”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子勇介绍说，

开馆之作“中华瑰宝”展览与场馆珠联璧合、相

得益彰，是北京冬奥会期间一项重要文化活

动。该馆特别设计了冬奥主题的装置景观

《从阿勒泰到北京》，为北京冬奥喝彩。

　　“中华瑰宝”开馆大展，共分八个板块，

涵盖了工艺美术、古琴、传统乐器、传统美

术、戏曲、金石篆刻与拓本、传统年画、戏曲

演出和学术报告八个部分的内容，共展出

1298件珍品，80%是第一次面向社会公众展

出，大部分展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积累

的珍藏。

　　走进“大国匠作”展厅，翡翠“四大国宝”

的共同亮相最令人瞩目，它们分别是翡翠山

子《岱岳奇观》、翡翠花薰《含香聚瑞》、翡翠

提梁花篮《群芳揽胜》和翡翠插屏《四海腾

欢》。四件翡翠国宝从题材选定、形式设计到

全部完成，历时8年，由40多位名扬玉坛、技

艺精湛的大师能手共同创作。其中，《群芳揽

胜》是中国玉器艺术史上最大的花卉作品。

　　在“旷古遗音”板块，观众可以欣赏到晚

唐“枯木龙吟”琴、宋代“鸣凤”琴等珍品，领

略穿越3000余年的古琴艺术。“丝路丹青”板

块，则带着观众饱览“丝绸之路沿线壁画传

摹”，观赏到70余件临摹精品。

　　此外，观众还可以在“粉墨传奇”板块感

受戏曲艺术的魅力，在“藉器传文”板块品鉴

百位篆刻家以《论语》警句篆刻的百件作品，

在“神州迎春”板块欣赏来自天津杨柳青、四

川绵竹等地缤纷多姿的老年画。展览还设计

了精彩的互动环节，观众可扫二维码观看、

收听展品的讲解，现场还设有拓本、书法、篆

刻等演示体验类活动。

　　2月5日开馆后，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迎来预约参观热潮，每

天3000个预约名额全部抢光，门票已经预约

至一周后。能够拿到新馆免预约入场券，听

专家讲解工艺美术和非遗珍品，让不少中外

记者感到惊喜。这也是2022北京新闻中心策

划的“惊喜盲盒”系列活动之一。

　　活动现场，2022北京新闻中心联合馆方

发送了两波“盲盒大奖”。第一波开奖中，“惊

喜盲盒”活动中征集到的“十佳问题”提问记

者，被聘为特约媒体观察员，日后享受免预

约参观。第二波开奖中，现场按照名字抽

奖，由馆方向10位幸运记者各赠送一幅书

法作品。

　　“冬奥期间，我们将提供丰富的文化交

流活动。除了精彩纷呈的城市采访，还将继

续带着中外记者拆‘惊喜盲盒’。”2022北京新

闻中心主任徐和建介绍说，中心向非注册记

者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

际惯例的媒体服务，主要包括新鲜且有深度

的新闻信息服务、周到且有温度的媒体公共

服务、丰富且有厚度的文化交流活动。将“新

闻+服务、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形

象”四大理念贯穿于中心各项服务中。

2022北京新闻中心再拆“惊喜盲盒”
中外记者探新馆走近“中华瑰宝”

冬奥一线

  北京冬奥组委2021年9月开始在全球征集青少年绘画作品，到当年12月中旬，共征集全国各省

区市，以及45个国家的4.3万幅作品。图为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展示的部分作品，

表达了青少年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和期待。 本报记者 侯建斌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欣 摄  

  2月11日，北京2022

年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

超级大回转比赛在延庆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

图为中国选手倪悦名在

比赛中。 

CFP供图  

□ 党凌云

  2月10日的高山滑雪男

子全能比赛颁奖仪式后，我

有幸近距离接触到冠军获得

者奥地利选手约翰内斯·施

特罗尔茨，以及他的随队医

生卢卡斯，并与他的奥运花

束和金墩墩合影。这是我第

一次触摸到冰墩墩，还是冠

军手中加持过的“金墩墩”，

当亲手捧着人见人爱、“一墩

难求”的奥运“顶流”时，我的

内心欣喜又激动，而且非常

自豪——— 我们的奥运吉祥物

如此受欢迎，这无疑是北京

冬奥会成功的一个缩影。与

此同时，沾沾奥运冠军的喜

气，也让我的壬寅虎年春节

有了特别的意义。但是比起

兴奋和喜悦，我更收获了精

神的力量。

  等待约翰内斯在混合采

访区接受采访时，我简短地

“采访”了他的医生卢卡斯。卢卡斯也难掩激

动，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祝贺，并以“你们

知道他的经历吗？”开始向我们讲述约翰内斯

的故事，言语中充满钦佩和感慨。因为一些原

因，约翰内斯去年一年都只能自己训练，没有

教练、没有医生、没有修板师、没有任何服务辅

助人员，一切全靠自己，甚至包括训练费用。就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坚持不懈，来到了北京

冬奥会赛场，最终以全能第一的成绩站在了北

京冬奥会的冠军领奖台上。听了卢卡斯的话，

我想，正是这种拼搏不懈的精神才真正让“金

墩墩”闪闪发光。我也很骄傲地向卢卡斯介绍

了北京冬奥会颁奖花束，是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派绒线编结技艺”手工钩编的绒线花，而且

是由妇联和残联组织无业、外来务工者等困难

家庭的女性以及残疾人群体参与制作的。

  同样值得祝贺的，还有参加这项比赛的

两位中国选手，张洋铭、徐铭甫创造了中国在

这个项目的历史，令人钦佩。他们跻身27名选

手中17名完赛的运动员。虽然他们的成绩还

不算靠前，但能够顺利完成两轮滑行就已经

很了不起。我国的高山滑雪竞技体育起步较

晚，基础较弱，本来练习竞技项目（大回转、回

转）的两位年轻运动员，勇敢地站到山顶，在

强大的对手面前，毫不畏惧，奋力滑出自己的

最高水平，一次又一次挑战极限。这是对奥林

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

（作者系高山滑雪项目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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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冬奥当裁判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欣

　　

　　北京冬奥会的热度持续升温，闭环内外各相关机构都在

高效运转，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也不例外。

　　1月18日，国际体育仲裁院发布官宣，确定在2022年北京

冬奥会期间建立奥运特设仲裁庭，为冬奥会提供快速、高效的

争议解决服务。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白显月被

任命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CAS特设仲裁庭（以下简称北京冬

奥会特设仲裁庭）仲裁员，成为其中唯一中国籍仲裁员。

　　那么什么是奥运会特设仲裁庭？仲裁员又是如何产生的？

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有哪些特点？带着这些疑问，《法治日

报》记者采访了白显月。

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由来已久

　　白显月介绍：“奥运会期间产生的体育相关争议由国际体

育仲裁院管辖，国际体育仲裁院专门为奥运会建立了一套仲

裁规则。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第一次出现，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

奥运会，之后每届奥运会都会设立奥运会特设仲裁庭，这个传

统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谈及奥运会特设仲裁庭受案范围，白显月介绍，该部门将

在符合竞赛日程的时间范围内解决奥运会期间提交的任何法

律纠纷。大概有以下几类，一是参赛资格的问题，部分国家会

对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产生争议，可以通过仲裁申

诉；二是比赛期间产生的一些争议，大多跟比赛结果有关系，

如判罚、晋级与否等；三是关于反兴奋剂的问题，如某位运动

员的尿检出现状况，其对于尿检程序、结果有异议，可以提出

抗辩等。

　　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决定在每届奥运

会期间单独设立反兴奋剂仲裁庭，独立处理兴奋剂问题，因为

该类案件有其独特性，且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后果，对于涉嫌兴

奋剂违规的运动员影响深远，所以法律程序上应该有所区别。

就这样，奥运会的反兴奋剂仲裁庭成为每届奥运会特设仲裁

庭的组成部分。

仲裁员由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任命

　　据悉，奥运赛事的仲裁员是由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从国

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中选择任命的。根据国际体育仲裁院

的《体育仲裁条例》规定，担任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需要具

备4个条件：一是受过适当法律培训；二是在体育法、国际仲裁

方面有公认的能力；三是能够熟练掌握国际体育仲裁院使用

的一种官方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四是对体育有一般

性的广泛了解。

　　白显月介绍，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组成有其独特性，当事

人无法自行选择仲裁员，但可以行使要求仲裁员回避的权利。

　　谈及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持续时间，白显月说：“奥运会

特设仲裁庭并非奥运会开幕后才开始受理相关案件，其管辖

权从奥运会开幕式前10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奥运会闭幕。2018

年平昌冬奥会期间，曾出现过两个案例因无法满足时间要求，

未能获得立案，从而被排除在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之外。”

　　受疫情影响，北京冬奥会采取闭环管理，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也设在闭环内。白显月告诉记

者：“我们仲裁员也都是在冬奥会闭环内工作，因为疫情原因，还有几位仲裁员远程在线办公。”

原则上24小时内作出裁决

　　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前，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就已经陆续收到

一些案件。白显月介绍说，体育纠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时间性很强，奥运会特设仲裁庭原

则上要求，从受理、开庭到作出裁决要在24小时内完成。

　　白显月举例，以参赛资格的纠纷问题为例，可能某个项目两三天以后比赛就开始了，在比

赛开始前必须作出裁决，决定这名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赛，不然就失去了意义。再比如，如果有

运动员对某场比赛的判罚不服，这场比赛是初赛，不久后就是决赛，判罚结果会影响他能否参

加决赛，奥运会特设仲裁庭也必须尽快作出裁决。如果在比赛结束后作出裁决，就失去了意义。

正因如此，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仲裁员们，忙碌到半夜是常有之事。

　　为保证仲裁的高效性，奥运会特设仲裁庭有权利在极端紧急时刻，可以在未得到被申

请人答辩的情况下发出裁定，要求暂时停止某个决定的生效或者执行，或者采取其他紧急

救济措施。当然这要充分考量各种因素，包括申请人是否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申请人

案件可能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以及申请人的利益得失的风险是否超过了被申请人或者其

他相关方等。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奥运会期间所有的争议都能直接在奥运会特设仲裁庭提起仲裁申请。

白显月解释道：“当申请人决定针对国际奥委会、某个国家奥委会、国际体育联合会、奥运会组

委会等机构的决定向奥运会特设仲裁庭提起申诉之前，必须依照相关的法规、体育组织的条例

等穷尽所有救济途径之后，才可以在奥运会特设仲裁庭提起仲裁申请，除非时间紧迫，穷尽所

有救济途径会超过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管辖权，使得相关裁决变得没有价值，否则必须遵守该

限制。”

　　最后，白显月介绍，奥运会特设仲裁庭不会参与具体比赛的判罚，不对比赛裁判的结果本

身发表意见或者表明立场，除非发现构成违反程序正义的极端例外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更不会

决定比赛的胜负，或者推翻裁判的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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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故事

冬奥瞬间

  图为运动员们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训练，备战北京冬奥会比赛。

 新华社记者 武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