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王王 琳琳 张苇杭张苇杭 美美 编编 夏夏 祎祎

22 月月 1010 日日，，王庆祥正在检查电力王庆祥正在检查电力

综合区配电箱综合区配电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风速风力、温度湿度、降雪⋯⋯与夏季

奥运会相比，冬季奥运会是更加依赖气象

的盛会。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对气

象人来说，也是一场大考。

汇聚多地业务骨干的冬奥气象服务核

心团队自 2017 年建成以来，进山追风、驻

场冬训⋯⋯气象人追寻冰雪之梦的脚步一

刻也不曾停歇。

数据保障排头兵

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零下 20 摄

氏度左右的低温环境下，为保障监测网内

数百个气象装备的稳定运行，有这样一支

气象人队伍，常常顶风沐雪，身负 20 多斤

的装备，套上冰爪，从没过脚踝的积雪中铲

出一条路，一步一步爬上山顶，再一点一点

挪向各赛区气象站点，确保气象数据正常

采集。

张家口赛区气象装备保障团队队长幺

伦韬回忆道，申奥成功之初，他们就以冬奥

会赛场为核心，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中建站、

护站，将 40 余套气象观测站布设在赛场各

个角落。

最让队员之一、河北承德市气象局气

象 探 测 中 心 工 程 师 何 涛 记 忆 犹 新 的 是

2021 年初的一次测试赛，赛区在人工造雪

后，一些装备被飞扬的雪花遮蔽，无法正

常运转。“我们前往实地检修，深一脚浅一

脚，平常半个小时的路程，花了 1 个多小

时才到。到了之后才发现，一些设备因靠

近造雪区域，被积雪覆盖得很深，提前拿

着铁锹的保障组成员，几个人连挖带刨地

忙活了一天半，才把设备最终挖了出来。”

何涛说。

那一次经历让团队成员们亲身体会到

了山区雪地气象保障工作的艰辛，同时也

促成了团队安全管理办法的出台。从那之

后，无论是否为雨雪天气，每次都是 3 人至

4 人一组出队，还配备了安全绳等保障措

施，确保大家的安全。

精准的气象预报是冬奥会顺利进行的

必要保障。“每一天团队都在全力以赴。”何

涛由衷地说，冬奥会赛前几个月，他们多次

实地勘察赛区每一个站点，对每站位置、装

备配置、相邻站点情况和前往方案等基本

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对常出现的问题记录

在案，针对每个站点撰写精细化服务方案，

做到“一站一策”，出现任何突发问题，都能

在第一时间有序开展工作。

雨雪风霜“把脉人”

为给赛事提供有力的天气预报服务支

撑，一批天气“把脉人”扛起预报重任。

碧空澄澈、白雪皑皑的云顶滑雪公园，

最令预报员们刻骨铭心的是“冷”。北京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预报员钱倩霞

说，这些年的冬季她都和队友一起参加驻

训，经常往返于云顶场馆的山脚和山顶之

间，在比赛场地感受风和体感温度的变化，

记录相关数据，分析预报难点，以摸清赛区

的天气特点。

每当雨雪、大风来临之时，就是最好的

观测期。从 2019 年开始，连续几个冬季，

北京冬奥会降雪粒子科学观测实验小组都

会到山上进行雪花观

测。“我们通过观测拍

摄的雪花照片，得到

了不同粒子形状、凇

附 程 度 的 雪 水 比 ，

为研究赛区山地降

雪 机 理 、开 展 雪 深

预 报 积 累 观 测 基

础 。”实 验 小 组 组

长范俊红介绍，降

雪天气多半会持

续 到 深 夜 ，队 员

们 就 冒 着 风

雪连续观

测 十

几 个

小 时 ，

全面记录降雪过程的雷达回波特征，这些

观测资料有助于提升预报员对赛区降雪规

律的科学认识和预报预测能力。

风雪中默默坚守，只为在关键时刻顶

得上。2021 年 2 月 20 日，强大的阵风一度

使测试赛按下了暂停键。摆在张家口赛区

古杨树场馆群首席预报员段宇辉面前的需

求是：立刻给出未来 1 个小时风速风向预

报。不到两分钟，他便给出预报结论：未来

1 个小时，跳台起跳点的平均风速为逆风 3

米/秒至 5 米/秒，阵风 4 米/秒至 6 米/秒。

清晰而又严谨的预报，迅速被组委会采纳，

比赛在 1 个小时后重启。“我们的精准预报

既保证了赛事的正常开展，也保护了运动

员的安全。”段宇辉欣慰地说。

全力磨炼“内外功”

气象人一方面夯实“内功”，模拟赛时

状态，依托现有平台、科技成果，将预报细

化到每一个场馆、每一条赛道；另一方面

打磨“外功”，与其他相关团队、单位细化

点位对接，演练不同气象风险下的赛事变

更预案等。

在北京延庆赛区，从 2021 年 12 月 6 日

开始，预报业务人员开展定点、

定时、定量的预报“比武”——

每天 17 时前，预报员制作各

冬奥场馆预报，并上传至

多维度冬奥预报业务平

台 ，再 由 系 统 统 计 评

分 。 在 促 进 精 细 化

预报能力提升的同

时 ，更 反 复 强 化

了这套业务系统

操作流程。在河

北张家口赛区，场

馆 气 象 服 务 团 队 不

断总结经验，优化服务

策 略 。 在 云 顶 滑 雪 公

园 ，预 报 员 不 断 开 展 场 馆

内外风速风力预报试验，为

赛时精准“捕风”积累经验。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主 运 行 中 心

（MOC）首 席 预 报 员 何 娜 告 诉 记

者，冬奥气象服务团队是一支年轻的

队伍，队员平均年龄 37 岁。“我们借助

最精密的观测，以最精准的预报、最精细

的服务，将气象灾害风险对赛事的影响降

至最低！”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首席预报

员李宗涛说。

风 雪 观 天 人风 雪 观 天 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静原郭静原

奋战在电力保障一线
2 月 4 日晚上 11 点多，我发了一

条朋友圈：“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颁

奖广场火炬点火圆满成功，祝中国健

儿取得优异成绩！”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在崇礼

工作了两年多。我是中赫集团高级电

气工程师王庆祥，2019 年 9 月，来到崇

礼参与太子城冰雪小镇项目建设。这

个项目位于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

心区，连接云顶与古杨树两个竞赛场馆

群。冬奥会期间，小镇的文创商街、会

展中心、国宾山庄 3个地块分别承担着

张家口赛区的颁奖广场、制服与注册分

中心、冬奥会接待酒店等功能。

我主要负责太子城冰雪小镇所有

地块的供配电实施工作，因介入工作

较晚，为了在节约投资成本的同时实

现安全可靠用电，我对原设计进行了

优化，并多次与当地供电部门沟通，制

定了合理的供电方案。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不仅

要适应低温大风的工作环境，还经常

加班加点赶工期。去年冬天，我和同

事攀上海拔 2160 米的高山进行作业，

当时的气温有零下 40 多摄氏度，大风

吹得人站不稳。虽然家住北京，但是

项目建设期间，我每隔两三周才能回一趟家。

火炬点火圆满成功时，灯光照耀、音乐响起，我的心情

既紧张又激动，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时候感觉所

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崇礼工

作的结束，反而是进入更加紧张的赛时阶段。

比赛期间，我和电力保障团队每天都要对负责区域内

的所有供电设备进行不少于两次的检查巡视，团队每天夜

里都会留一名负责人值班，做到 24 个小时不离人。每次颁

奖仪式开始前 1 个小时，所有电力保障人员进入特级保电

状态，重要供电设备前都有专人值守，所有程序按照应急预

案准备到位。颁奖仪式结束，等观众离开后，我们还要对所

有设备再次进行检查巡视，之后向电力保障指挥部报告当

天的工作。

今年在现场参与冬奥会保障工作，是我与奥运会再续

前缘。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我参与了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的供配电建设和奥运会、残奥会的电力保障服务

工作。那时，我虽然置身“水立方”，却因为担任保障工作没

能看到一场比赛，直到北京残奥会结束后，我才带着家人来

参观了自己曾经奋战的地方。等这次冬残奥会结束后，我

还会带家人来崇礼参观自己奋斗了两年多的地方。这是一

个承载着梦想的地方，一个充满奥运情怀的地方。我倍感

自豪和荣幸，相信我的家人也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和光荣。

（本报记者 陈发明整理）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气象预报员在维护气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气象预报员在维护气

象观测设备象观测设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2022 年初，一间“冰雪教室”开进了北京

市海淀区羊坊店中心小学。这间由会议室改

造的教室地面铺设着仿真冰面，可以用作短

道速滑、冰球、冰壶等冬奥项目的模拟比赛场

地。在室内铺开一张薄毡，同学们就可以进

行酣畅淋漓的旱地冰壶比赛。

这间教室的“主人”周晨光已经当了 30

多年的体育老师。“我们做的旱地化冬奥项目

与现实的比赛还有明显差距，但我们的目的

是让孩子们玩懂规则，看懂比赛。”他说，“大

多数人一辈子也不会登上奥运会的舞台，但

作为老师，我要带着孩子们体验奥运项目，圆

他们的奥运梦。”这位变着花样上课的大胡子

老师，让体育课变得可爱。

1998 年，周晨光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他

不想成为一个只会拿着卡尺、秒表去督促学

生完成任务的人，他想去点亮奥林匹克教育

的光。2001 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也是

在这一年，周晨光开始进行奥林匹克教育探

索。自那时起，他每年都会组织同学参与模

拟奥运会。2015 年，申办冬奥会成功后，他

又把模拟奥运会升级为模拟冬奥会。

学校没有冰雪运动需要的场地和器材，

只能自己创造条件。周晨光在冰雪项目旱地

化上绞尽脑汁：用带轮子的椅子配上“雪橇把

儿”，“雪橇”就“创造”出来了；买来墩布，把墩

布杆卸下来和泡沫板绑在一起，旱地冰球杆

就诞生了；实心的小轮胎加上万向轮，安个把

手，就成了旱地冰壶⋯⋯

对奥林匹克教育的热爱，让周晨光有了

一 个 令 人 羡 慕 的 身 份——“双 奥 ”火 炬 手 。

2008 年 8 月 7 日，他第一次擎起奥运火炬，跑

完了属于体育老师的一百米；2022 年 2 月 2

日，他手握火炬“飞扬”，把奥林匹克的梦想播

种到更多人心中。在他眼中，奥林匹克本身

就是一种对青少年的教育，应该让每个孩子

都能参与，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与快乐。

如今，周晨光授课的对象远不只自己的

学生。只要有人召唤，他就会扛起百斤重的

旱地冰壶装备——人造革合成场地，走进周

边的学校、社区做普及。他认为，国家承办

一届奥运会，绝不仅仅是为了十几天的比

赛，更多的是以此为契机让更多的群众强身

健体。

在周晨光眼中，火炬承载的是奥林匹克

精神。“作为体育老师，我们不可能去参加奥

运会为国争光，但可以学以致用，带孩子们穿

上冰鞋，让冰雪运动变得安全有趣，这样才能

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他认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

办只是开始，奥林匹克文化遗

产的传播与传承，应该让更

多的青少年和市民参与其

中，共同去感受和体验。

““ 冰 雪 教 室冰 雪 教 室 ””开 进 小 学开 进 小 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学聪杨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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