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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俭 办 赛节 俭 办 赛 更 显 精 彩更 显 精 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蓉蓉陈蓉蓉

北京冬奥会是一届精彩的奥运盛会，也

是一届成本较低的奥运会。从申办、筹办到

举办，节俭特色贯穿了北京冬奥会办赛的方

方面面。无论是场馆改造，还是一度电、一

张纸、一张桌子，北京始终牢记承诺，用实

际行动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

打造“两栖”能力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个

世界性难题。因此，在冬奥场馆规划建设之

初，就将场馆利用作为一个先决条件贯穿建

设始终，积极探索奥运场馆“反复利用、综

合利用、持久利用”方案，最大限度利用现

有场馆，探索形成了场馆赛时与赛后利用紧

密结合的实践。

改造原有体育场馆，并不是简单的功

能转换，而是在建设过程中保留原有使用

功能，同时注入新的冬季运动使用功能。

首都体育馆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

作为排球比赛场馆。此次冬奥会，这座老

场馆转换身份，承担了短道速滑和花样滑

冰两项比赛任务。据介绍，为更好保障赛

事 顺 利 进 行 ， 秉 持 “ 传 承 保 护 、 立 足 赛

后、确保赛时、绿色科技”的策略，首都

体 育 馆 进 行 了 “ 闭 关 ” 改 造 。 在 改 造 中 ，

外观上保持了首都体育馆作为区域标志性

建筑的风采，修旧如旧，内侧增加保温材

料 ， 提 高 建 筑 节 能 性 。 在 墙 面 细 节 处 理

中，采用金属嵌缝条，使整体立面更为精

致耐用。

场内改造上，“冰场转换”成为首都体

育馆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采用新型环保的

二氧化碳制冰系统和冰面监测系统，场馆可

在两小时内完成浇冰工作，实现两个赛事的

冰面转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都体育馆

对制冷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进行回收利用，每

年可以节省 100 多万千瓦时电，极大提升场

馆的绿色属性。

除了首都体育馆，“水立方”变“冰立

方”成为全球首个完成“水冰转换”的场

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实现 6 小时从篮球到冰

球的赛场转化⋯⋯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的所

有竞赛场馆全部拥有冬夏“两栖”能力。

用活工业遗存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苏翊鸣、谷爱凌分

别获得了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两个项目的金牌。以巨大烟囱为

背景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同时受到了滑雪运

动员和工业景观爱好者的青睐。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

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地。大跳

台以 4 个 70 米高的冷却塔为背景，考虑到对

工业遗产的尊重，对跳台本体的高度进行了

严格控制，将赛道与观众席部分下沉至水平

面以下 3 米，使跳台最高点不高于冷却塔最

高点，实现了对首钢工业记忆的延续和对北

京城市西部独特风貌的保护，将标志性的奥

运遗产与工业遗产结合起来。另外，规划设

计还为赛道、看台和体育广场保留了可变

性，让场馆举行其他大型活动或改造成滑

水、滑草场地成为可能，使大跳台与社会生

活紧密衔接。

除了首钢滑雪大跳台，北京冬奥村的运

行区也是由原老厂房 15 栋既有建筑翻新改造

建成的，在尽可能保留原老旧厂房既有建筑

的基础上，翻新了 1.26 万平方米的外立墙

面，并对室内进行了装修和改造。“红砖墙+

银色钢结构”的造型，让运行区建筑呈现出

传统工业风的复古感，建筑内部又透露出浓

浓的科技范儿。

从软件到硬件，从赛场到生活，将冬奥

筹办过程融入城市更新进程，不仅有效降低

了办奥成本，还大大促进了城市的更新。

简约而不简单

赛场外的冬奥会，同样保持了节俭特点。

在 北 京 天 安 门 广 场 上 ， 冬 奥 花 坛 景

观 ——“精彩冬奥”主题花坛底部的五环环

绕和雪花图案以有机覆盖物做填充。这种有

机覆盖物是由平常修剪下来的园林植物枝

条、枝干、果实等，经过修剪、粉碎、分

级、防腐、染色、防火阻燃处理后，再由花

艺师编织创作的。

北京冬奥组委在工作中坚持信息化办

公，减少办公用纸；办公桌椅多采用折叠

式，降低了运输成本，减少了碳排放；各场

馆赛时所需的电脑、打印复印机等共约 1.2

万余台，冬奥组委日常出行所需交通车辆，

赛事所需的部分体育器材、技术设备，北京

冬奥村居住区配备的所有家具以及布草，也

多是租来的。通过以租代购的形式既降低购

买器材成本，又降低仓储和资产贬值成本，

节约了大量预算资金。

降低奥运会运行成本是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提出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但是，节

俭并不意味着舍弃精彩，降低服务水平，而

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将“好钢用在

刀刃上”；积极创新、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循

环利用、减少浪费和污染。

细微之处见精神，北京冬奥会节俭办

赛，不仅让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奥运精神高

度融合，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勤俭和

智慧，为冬奥更添光彩！

好文创如何保持长久热度

辛自强

北京冬奥会期间，伴随着“冰墩

墩”这个国产 IP 的走红，包括“雪容

融”“绿马出行”等在内的其他特许商

品和文创产品，同样深受关注。如何

创造出更多的“冰墩墩”？如何让它们

的热度能长久一些？

纵观近年来火热的文化 IP，无论

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原创还是改编，它

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美”。形象美

自不必赘言，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外形

能第一时间抓住人们眼球，获得更多

青睐。外表之下，一个美的内核则更

有感染力。

在文化产品竞争激烈的当下，不

同群体的消费偏好被充分表达，一款

产 品 想 要 火“ 出 圈 ”，必 须 寻 找 一 个

关 键 点 。 显 然 ，“ 美 ”就 是 这 么 一 个

关键点。兼具了外形与内核的“美”，

一个文化 IP 就基本具备了被广泛接

受的条件。

然而，光靠“美”还远远不够。一

个 成 功 的 IP 要 有 与 消 费 者 进 行 互

动 、沟 通 的 能 力 和 空 间 。 这 无 疑 向

创 作 者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即 要 在

艺术性与娱乐性之间找到平衡。在

这 方 面 ，近 年 来 走 红 网 络 的 故 宫 IP

无疑作出了有益尝试。故宫内的建

筑 与 藏 品 毫 无 疑 问 是 顶 级 艺 术 作

品 ，通 过 文 创 周 边 、创 意 宣 传 ，这 些

艺 术 作 品 找 到 了 与 受 众 交 流 的 途

径 ，创 造 出 了 一 个 进 行 对 话 与 再 创

造 的 空 间 ，让 故 宫 这 个 老 IP 斩 获 无

数新粉丝。

在文化产品供应愈发充足的当

下，想创造出一个知名 IP，其难度丝毫

不亚于生产任何一类复杂的工业产品。我国发达的制造业有赖

于完备的供应体系，文化 IP 的生产同样也是一个紧密配合、环环

相扣的系统性工作。从创意的产生，到设计方案的制定实施，再

到最终呈现，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关技术及资金的支持。此外，

文化产品的生产有其特殊性，需要人的灵感作为支撑。要想有

灵感，就得从人的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培养更多艺术文化

领域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需要全社会形成良好创作氛围，在

鼓励创作的同时，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冰墩墩”的走红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文化产

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相较于先进的工业生产能

力 ，我 们 的 IP 创 造 能 力 还 有 很 大 潜 力 有 待 发

掘 。 相 信 随 着 中 国 创 意 、中 国 设 计 、中 国 制

造 与 奥 运 会 等 国 际 盛 会 之 间 的 良 性 互 动

越来越频繁，会有更多的“冰墩墩”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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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装上阵 赋能冬奥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从接送运动员往返的氢燃料客车，到点燃奥

运圣火的“飞扬”火炬，氢能在助力北京冬奥会实

现碳中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氢装上阵”也

将助力北京冬奥会更好践行“绿色冬奥”理念。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为运动员及相关人

员提供运输服务的 212 辆零排放氢燃料客车，成

为一道绿色风景线。福田汽车欧辉客车事业部

研发副总裁刘继红介绍，这些车辆是福田汽车与

丰田、亿华通共同合作开发的氢燃料电池客车，

该车型每百公里可少排放约 57.86 公斤二氧化

碳，相当于 22 升柴油的排放量。

“冬季奥运会面临与夏季奥运会完全不同的

工作环境，比如会遇到极寒气候、冰雪湿滑路面、

山路爬坡等难题。为此，我们的科研团队持续攻

关，于 2019 年底在内蒙古海拉尔完成极寒测试，

在 2021 年 11 月顺利通过国内首次氢能客车侧撞

试验。”刘继红介绍，该车配载全气候耐极寒动力

电池，可实现零下 30℃低温启动、零下 40℃极寒

存放和停机自动保护。同时，氢气加注 10 分钟，

续航里程可达 600公里以上。

氢燃料电池汽车在行驶中只排放水，被称为

“终极环保车”。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汽车交通

处副处长吴志全表示，北京冬奥会共计投入使用

816 辆氢燃料电池汽车作为主运力开展示范运营

服务。在北京和延庆两大赛区，312辆氢燃料电池

汽车自2月4日到2月14日，累计用氢约42.04吨。

汽车实现零排放，驱动汽车的氢气也实现绿

色生产。北京环宇京辉京城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是承担冬奥会氢燃料电池汽车氢气供应保障任

务的企业之一，该企业与京能集团合作，利用由

光伏、风能等所产生的“绿电”进行氢气的制取工

作，实现“绿电制绿氢”。

走进该公司厂房内的水电解制氢车间，一座

500 立 方 米 每 小 时 水 电 解 制 氢 装 置 正 有 序 运

行。“水电解制氢是目前应用较广并且比较成熟

的制氢方法之一，即利用电能使水分解产生氢

气，这个过程没有污染，是公认纯度最高的。”北

京环宇京辉京城气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岩告诉记者。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两届奥运会都与氢

能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结下深厚‘氢’缘。”吴志全

说，早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就有 3 辆氢燃料电

池汽车投入运行，并建成了我国首座车用加氢

站，开启了氢燃料电池汽车“从 0 到 1”的示范。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运输

主力，实现了氢燃料电池汽车“从 1 到 100”的规

模化应用和产业化突破。

“氢能各环节各领域主管部门，协调建立了

氢能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的安全保障措施

和工作机制，确保了冬奥期间氢燃料电池汽车安

全运行，也为后续氢能产业发展和氢燃料电池汽

车运行提供了组织保障。”吴志全说。

与往届奥运会大量使用液化天然气或丙烷等

气体作为火炬燃料有所不同，北京冬奥会火炬“飞

扬”是世界首套采用高压储氢火炬，亮点之一是采

用氢作为唯一燃料，可以保证火炬接力在低温环

境下进行，而且更加环保。吴志全表示，北京冬奥

会主火炬和手持火炬历经两年联合攻关研制，解

决了氢火焰可视性、复杂曲面适应性、大比例减压、

氢安全利用、氢燃料储存等多个难题。

此外，北京冬奥会还推动完善了加氢站建设

流程。加氢站属于新生事物，安全等级要求较

高，相关技术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阶段。为确保

加氢站安全稳定运行，北京市明确油氢合建站的

审批流程，并创新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确保服

务于冬奥会的 4 座加氢站合法投入运营，为今后

加氢站建设积累丰富经验。

“冬奥会开启了北京氢能产业发展新篇章。”

吴志全表示，经过 10 余年产业培育和发展，北京

氢能及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具备明显优势，顶层

设计加快构建、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应用场景丰

富多元、产业生态初现峥嵘。

图图①① 22 月月 1717 日日，，中国队选手张可欣中国队选手张可欣

在在 20222022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UU 型场型场

地技巧资格赛比赛中地技巧资格赛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薛玉斌摄摄

图图②② 22 月月 77 日日，，中国队选手杨硕瑞在中国队选手杨硕瑞在

20222022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

格赛比赛中格赛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贺贺摄摄

图图③③ 22 月月 1212 日日，，北京冬奥会主媒体北京冬奥会主媒体

中心举办集体采访活动中心举办集体采访活动，，现场观众与北京现场观众与北京

2022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冰墩墩””自拍留念自拍留念。。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鞠焕宗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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