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8 年到 2022 年，北京将成为

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

举办两届奥运会，不仅给北京带来

巨大变迁，让双奥元素深度融入城市建

设，更加速推动首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

冬奥场馆成新地标

夜幕降临，在北京中轴线北部的延

长线上，盈盈欲舞的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借助闪烁转换的七彩灯带，展现出

精彩纷呈的动感影像，诠释着“双奥之

城”的魅力。在北京西部，经历了从火

到冰、从厂到城的首钢园涅槃重生，实

现华丽转身。

在“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

办奥理念指引下，北京冬奥筹办工作稳

步推进。一批高颜值又充满科技感的冬

奥场馆，吸引众人目光，成为首都发展

的新地标。

最近，国家游泳中心完成“水冰转

换 ”， 五 棵 松 体 育 中 心 实 现 “ 冰 篮 转

换”的延时摄影收获无数网友点赞。而

这样的突破性创新，在冬奥场馆建设中

屡见不鲜：通过建设创新，国家速滑馆

成为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索网结构体育

馆，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世界首座永久

性滑雪大跳台场馆；践行低碳理念，所

有场馆都达到绿色建筑标准，4 个冰上

场馆使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建成超

过 5 万平方米的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全

面使用低碳能源，赛时全部场馆常规能

源 100%使用绿电。

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建成与赛后利用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是北京冬奥会建

设中又一个富有活力的“北京方案”。

“北京冬奥会新建场馆全部制定赛后利

用计划。标志性建筑国家速滑馆 1.2 万

平方米的冰面，实现可根据需要分区域

分标准制冰。按照设计，赛后可同时开

展冰球、速度滑冰、冰壶等群众性冰上

运动。”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丁建明说。

不仅如此，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世

界首例永久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

地，赛后将承办国内外高水平冰雪赛

事，开展大众冰雪体验和极限运动，结

合工业遗存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延庆赛

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后雪季将继

续举办高山滑雪赛事，为专业滑雪队提

供训练场地，非雪季开展山地观光和户

外运动，实现四季运营。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赛后将继续作为比赛和训练场地，

承接和举办各类高级别相关赛事，开设

大众体验项目，打造兼具大型赛事举办

与大众休闲体验双重属性的特色场馆。

这些奥运场馆将成为北京未来重要的体

育、文化和国际交往交汇地。

筹办与发展正向而行

充分利用北京夏季奥运会遗产是北

京冬奥会节俭办奥一大亮点，其中一个

鲜明特点就是善于“借用”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承担北京冬奥会全部冰上比赛

项目的北京赛区，仅新建“空白”项目

场馆国家速滑馆和首钢滑雪大跳台，其

他竞赛场馆全部利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场馆；延庆赛区没有将赛区原有村落拆

迁，而是提升改造为服务冰雪运动的特

色山村。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最大程度使用

了 2008 年的场馆遗产，打造一批‘双

奥’场馆。这些利用，尤其是对原有体

育场馆的改造，并不是简单的功能转

换。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保留了原有使用

功能，同时注入了新的冬季运动使用功

能。”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

玉民说。

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亮相天安门

广场的冬奥中国结、街巷随处可见的

“冰墩墩”“雪容融”⋯⋯当春节遇上冬

奥会，北京新年的喜庆气氛空前浓烈。

而这座千年古城的城市运转，也随着奥

运呈现出全新状态：239.5 公里的奥林

匹克专用车道从 1 月 21 日起正式启用；

涉奥重点区域支付方式改造完成；节能

与清洁能源车辆在赛时车辆中占比超

八成。

“北京冬奥组委努力将筹办工作与

城市和区域发展紧密结合，促进经济发

展 和 社 会 进 步 ， 形 成 一 批 可 持 续 成

果。”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

森说。

日前发布的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城市发展遗产报告 （2022）》

显示，奥运筹办与经济发展实现正向而

行，相互促进。筹办北京冬奥会，加速

了首都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冰雪经济、清洁能源借势发

展，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成效显著，绿色冬奥带动北京绿色发

展，北京市能源利用效率和低碳发展水

平持续提升。

在“科技冬奥”引领带动下，北京

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拓展智

慧城市创新应用场景，促进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与应用融合发展。北京冬奥会场

馆 实 现 5G 全 覆 盖 ， 国 家 高 山 滑 雪 中

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建

设了 5G 室内分布系统。经过无障碍环

境建设三年专项行动，冬奥赛事和服务

保障相关区域、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基

本实现无障碍化。

将大赛筹办融入城市发展，融入生

态建设、服务民生的大格局，北京冬奥

会的牵引作用和辐射作用日益显现。正

如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

托弗·杜比所言，奥运效应不只是赛时

的体育盛宴，也不仅局限于赛前的筹办

期，而是在更长时间为举办城市作贡

献，推动奥运会与举办地良性互动。

基础设施加速完善

两届奥运会的举办，毫无疑问加快

了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尤其是在

保障冬奥筹办顺利推进过程中，一批环

境、交通以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不断建

设与完善，不仅为冰雪运动及其相关产

业发展提供扎实的基础条件，更全方位

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筹办为契机，

北京市交通体系加速完善，基本形成京

津冀核心区 1 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

1.5 小 时 交 通

圈。如今，北京

轨道交通路网更

加完善、公交线

网更加优化、步

行和自行车绿色

出行环境更加友

好，公众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也在

逐渐形成。

丁建明表示，利用冬

奥会筹办契机，北京市建设了一张

“冬奥绿色低碳的公交网”。随着 2021 年

年底北京地铁 11 号线的开通，北京赛区

所有场馆实现地铁覆盖。通过京张高铁

延庆支线，从北京北站至延庆站不到 40

分钟，从延庆站乘摆渡车 30 分钟内即可

直达延庆赛区各个赛场。延庆赛区内部

11 条索道为运动员提供高山交通网络，

从小海陀山山脚下的延庆冬奥村抵达海

拔 2198 米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出发区仅

需 30 分钟。

伴随冬奥筹办和首都“四个中心”

定位的明确，北京主动“瘦身健体”，

开启了由“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

功能谋发展”的减量发展之路，特别是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盘活存

量空间资源、推动城市面貌全面提升。

“围绕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重

要 联 络 线 ， 北 京 开 展 了 建 筑 物 外 立

面、园林绿化、道路铺装、无障碍设

施、架空线入地等方面的环境提升工

作，涌现出了一批环境优美、和谐宜

居的冬奥街巷、冬奥社区、冬奥公

园、冬奥景观大道等城市风景，改

善了群众身边环境。”北京市城市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岩说。

从 夏 奥 到 冬 奥 ， 从 筹 办 到 举

办 ， 千 年 古 都 与 冬 奥 盛 会 交 相 辉

映，北京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国际

化大都市正展现出“双奥之城”的

荣耀、从容与自信。丰厚的双奥遗

产，将让“双奥之城”绘就更加壮丽

的丰收画卷。

走在奥林匹克核心区，目之所及，许

多 2008 年的奥运记忆跨越时空，与 2022

年的现实场景完美交织：改造后的国家体

育场“鸟巢”成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场

馆；“水立方”变身“冰立方”，可以在冰

壶赛道与游泳池之间自由切换；国家体育

馆变身“冰之帆”，成为冰球比赛场地⋯⋯

让人不禁感叹北京夏季奥运会与北京冬季

奥运会之间的深厚渊源，还有奥运盛会带

给“双奥之城”的神奇魅力。

除了硬件设施有形遗产的善用，冬奥

会还带来更多“看不到”的无形遗产。通

过实施科技冬奥行动，场馆建设、气象预

测、制冰工艺、电力保障等相关领域技术

实现创新和突破，不仅保障赛事高水平筹

办，更为赛后相关领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

更为可贵的，是奥运遗产带给人们精

神上的正能量。时至今日，人们还会翻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视频，或津

津乐道于那些精彩的表演，或感动于镜头

前的一张张纯真笑脸。那个激动人心的夏

天，借助奥运会，北京乃至中国在全世界

面前亮出精气神。而今，当年播下的种子

已长成森林。“双奥之城”不仅促进了奥

运文化与古都文化、创新文化的融合，更

见证了城市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新一代志愿服务者正成为北京

冬奥会上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从夏奥会到冬奥会，是一幅高瞻远瞩的宏伟蓝图。作为世

界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已在奥运遗产工作中留下史无前

例的印记，那就是从筹办之初便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并

在其间践行可持续的办奥理念，把奥运筹备与自身长远发展目

标融为一体。以北京冬奥会筹办为契机，“双奥之城”北京、

最美冬奥城延庆、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等均树立了特色鲜

明、定位明确的长期发展目标，这正与北京冬奥会愿景高度

契合。

“一旦成为奥运城市，便永远是奥运城市”。不断书写的

“双奥之城”时代答卷，正推动奥运精神生生不息，让奥运

遗产泽被后人。

连日来，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金隅西三

旗共有产权房项目经理部一片忙碌。为保障冬

奥会期间京张高铁清河站安全优质运营，项目

部组建一支 34 人的运维保障团队，于 1 月 5 日

至 3 月 16 日进行冬奥会期间清河站照明、给排

水、通风与空调等涉及使用功能方面的运维保

障服务。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金隅西三旗共有产

权房项目经理部工程技术部部长李硕，老家在

河北保定，是家里的独生子。今年是他参加工

作的第四个年头，也是第二年不能与父母一起

过年了。冬奥会期间，李硕作为清河站运维保

障团队的一员，每天对清河站无障碍设施、电

动门、屋面等进行定时巡查，确保清河站设施

平稳有序运行。

“父母特别理解我的工作，叮嘱我不用担

心他们，安心做好冬奥会的保障工作，就像当

年建设清河站一样，全家为我感到自豪和光

荣！”李硕说。

清河站作为冬奥会重要的保障车站，是京

张高铁始发站之一，是京张高铁沿线最大车站

和北京北部重要交通枢纽，是世界一流、国际

领先、配套设施齐全的智能化高铁站。

清河站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开通，对于当

年 7 月入职的李硕来说，清河站是他遇到的

“最大的挑战”，也被他视为“最大的荣耀”。

当时他参与清河站东广场和站内装修收尾，见

证了清河站的华丽蜕变。

谈起清河站，李硕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

清河站内处处皆是老京张人字形铁路、奥运等

主题元素，候车大厅顶部 7 条自西向东倾斜的

白色屋脊让乘客仿佛置身冬奥会赛场，还有与

奥运五环颜色相呼应的地面，用黄、绿、蓝、

红、黑五种颜色的石材铺设，各种元素设计相

得益彰⋯⋯

“能够参与冬奥建设，我感到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在工程建设中接触到来自各方面的

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专业的工作精神和饱满

的工作热情深深地影响了我。清河站在建设过

程中贯彻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

奥理念，我接触到了新理念、新材料、新技

术，学习到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李硕

说，今年春节虽然不回家过年，但作为冬奥建

设者，心里有强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与大家

一起期待着一届精彩、卓越、非凡的冬奥盛会

成功举办。

双 奥 之 城 自 信 从 容双 奥 之 城 自 信 从 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

薪火相传夏到冬

韩秉志

京张高铁清河站运维保障团队成员李硕

保障交通枢纽安全运营
本报记者 齐 慧

图图①①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20212021 年年 1010 月月 2626 日摄日摄）。）。

刘兴华刘兴华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国家速滑馆国家速滑馆。。

（（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供图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供图））

图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图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20212021 年年 88 月月 1717 日摄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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