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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从生活住宿、出行到比赛，各方面都

让人感觉很舒适。例如，我们住的宿舍都

有无障碍卫生间，床是可以升降的，特别

人性化。”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中

国轮椅冰壶队队员闫卓这样评价冬残奥

会服务保障。

冬残奥会各领域的参与者与闫卓有

同样的感受。从场馆规划建设、竞赛组

织到赛事服务、疫情防控等方面，北京冬

奥组委多策并举，践行绿色、共享、开放、

廉洁的办奥理念，同步推进冬残奥会筹

办，确保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同样精

彩，以高质量服务保障谱写残奥运动新

篇章。

同步筹办展现中国效率

国家游泳中心变身“冰立方”，是北京

冬奥会冰壶比赛场地，也是北京冬残奥会

轮椅冰壶场地。3 月 5 日，中国轮椅冰壶

队在这里“首秀”，迎战劲旅加拿大队。记

者在现场看到，从冰壶场内一层到二层教

练员席位，专门设置有一条“之”字形坡

道，方便运动员上下与团队教练员沟通。

举办残奥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确保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是中国对国际社

会的庄严承诺。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表

示，相信北京冬残奥会同北京冬奥会一

样，将是世界体育运动的盛会，也将是团

结友谊的盛会，希望所有的参赛运动员在

此腾飞梦想。

“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之初，就确立

了北京冬残奥会和冬奥会同步筹办、一岗

双责的工作原则。”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

部部长杨金奎说，按照残奥整合工作要

求，冬奥组委将冬残奥会特点和需求充分

纳入赛事各项运行和服务中。如住宿方

面，各冬奥村建设无障碍设施，为冬残奥

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优质服务，18 家

签约饭店新改造无障碍房间 109 间。

在场馆建设运行方面，北京冬残奥会

3 个赛区共使用 28 个场馆，其中包括 5 个

竞赛场馆和 23 个非竞赛场馆，5 个竞赛场

馆 和 3 个 冬 残 奥 村 都 沿 用 了 冬 奥 会 的

场地。

“冬残奥会竞赛项目场地根据残奥运

动 员 特 点 和 竞 赛 规 则 做 相 应 转 换 和 调

整。”杨金奎介绍，各竞赛场地经国际残奥

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认证，全面具备办赛

条件，竞赛器材按照国际顶级赛事标准

配备。

医疗救助彰显中国温度

疫情防控是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举

办的重要保障。

“在防疫方面，冬残奥会与冬奥会一

样，都基于第二版《防疫手册》。”北京冬奥

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告诉记

者，针对冬残奥赛事特点和残疾人实际情

况，进行了人性化设计。比如，因残疾原

因无法佩戴口罩，可以改为佩戴防护面

屏；部分人员需要通过唇语进行交流，可

暂时摘下口罩。

记者从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

医疗服务处了解到，医疗服务工作实现场

馆“十个全面到位”，主要体现在药品配

送、血液储备、与队医沟通、专家指导、综

合培训、救援操作、防疫措施、诊所功能、

外籍滑雪医生招聘、与国际奥委会和单项

体育组织沟通等方面。

3 月 6 日，残奥越野滑雪比赛中，中国

队包揽男、女长距离坐姿比赛金牌。看到

运动员们出色发挥，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

两项队队医洪涌很开心。“随队已快一年

了，我对队里每位运动员的伤病都了如指

掌，最有发言权。此次冬残奥会提供了非

常到位的医疗保障，必要时，我们积极配

合现场救援和转诊工作。”洪涌说。

在专家指导方面，北京冬奥组委建

立了包括急救、运动医学、骨科、神外、内

科、心血管、口腔、中医、护理、疾控、卫生

监督等冬奥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专家组；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成立了院士专家组，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成立了专门的医疗保

障专家组。

为确保优质高效完成保障任务，北京

冬奥组委制定并印发了《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培训

和演练指导方案》，北京市卫健委分 14 期

对 1500 名、河北省卫健委分 9 期对 910 名

场馆医疗保障人员进行院前急救技能强

化培训；对 80 名滑雪医生进行了 4 个雪季

的滑雪技能培训，并请国际救援队和国际

滑雪医生对全体滑雪医生进行雪上急救

技能培训。

北京冬奥组委还研究制定了 5 类保

障场所的疫情防控指引，以及场馆医务人

员个人防

护指引，为场

馆在疫情背景下

实 施 医 疗 救 援 提 供

了政策依据。

“医疗业务领域与国际

奥委会和单项体育组织医疗官

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和沟通，所有医

疗相关问题全部得到清晰明确的解答

和回复。”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

疗服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精心组织贡献中国方案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各项筹办工作

进展顺利，所有竞赛场馆均提前一年多就

全部完工；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通车；

许多冰雪项目从无到有，有些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残疾人竞技体育

发展中尤为突出。”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文

安说，进入新时代，尤其是成功申办北京

冬残奥会后，中国残疾人体育开始向冬季

项目发力，从以前的个位数参赛者，发展

到此次代表团 96 名运动员参加全部 6 个

大项比赛。

集中力量办大事。近年来，我国采取

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体育领域的无障碍环

境建设，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无障碍改

造，完善各类体育场馆设施并向所有残疾

人开放，落实合理便利支持，消除残疾人

充分参与体育活动的外部障碍。

中国残联以“办赛精彩，参赛出彩”为

根本遵循，成立了中国残联备战 2022 年

冬残奥会工作领导小组。“举全国残联系

统之力，经过 6 年多的努力，全面实现了

我国冬残奥项目的基础性突破。”中国残

联体育部副主任勇志军说，本次参赛是我

国第六次参加冬残奥会，也是代表团规模

最大、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

一届。

惊蛰一过，三月渐暖。天气预报显

示，今年京张地区较往年同期气温偏高，

降水也偏多，而且春季大风比较多。这些

都可能会影响赛事，特别是延庆和张家口

赛区的雪上项目。

如何破解比赛可能受到“高温”融雪

和大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赵卫东表示，

已 做 好 充 分 准 备 ，制 定 了 相 应 的 应 急

预案。

预 案 包

括 在 易 受 高 温

影响的区域增加造

雪量、通过储存雪量及

时对雪道开展塑形工作、比

赛间隙通过技术手段防止高温

天气使赛道表面软化、根据天气

情况做好竞赛日程的变更等

应急处置，以确保赛事顺

利举办。

以北京冬残奥会

举 办 为 契 机 ，北 京

冬奥组委积极推

动 冬 残 奥 体 育

运动的广泛开

展，宣传推广

包 容 性 社 会

理 念 ，促 进

主 办 城 市

无 障 碍 环

境提升。

杨 金

奎表示，目

前正在组织

编 写《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和冬残奥会

无 障 碍 中 国 方

案》，将总结展示

冬奥场馆无障碍建

设成果，并作为冬奥遗

产，为推动国家无障碍环

境 建 设 提 供 示 范 参 考 。 同

时，正组织编写冬奥会竞赛组

织知识手册，为冬残奥举办和

发展冬残奥体育运动提供专业

技术支持。 感受无微不至的关怀

常

理

北京冬残奥会的大幕已经

拉开，连日来，各国残疾人运动

员所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和精神

风貌，诠释了生命之美、运动之

美、拼搏之美。

北京冬残奥会秉持“以运

动员为中心”的理念，以实际行

动为各国残疾人运动员提供全

方位的优质服务。赛事期间，

残疾人运动员可以尽情享受体

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在赛程之

外的生活中，他们也能够感受

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各场馆以更加人性化的姿

态迎接各国残奥运动员：国家

体育馆将 4 厘米冰面提升到 5

厘米，设置了用于残奥冰球项

目的防冰板和透明挡板；国家

冬季两项中心规划建设了残奥

项目专用部分赛道；各场馆将

看台最好的位置留给轮椅使用

者，更衣室、卫生间、无障碍客

房全坡化全圆角全低位。

在冬残奥村，暖心的细节

同样无处不在：地面全部使用

防滑材料，各种开关、把手全部

降低高度，卫生间配备无障碍

设备，增加导盲犬、盲文菜单、

感应传感系统以及“冬奥手语

播报数字人”系统等，智能化、人性化设施让每一位

残疾人运动员感受到“家的温暖”。

北京冬残奥会是世界残疾人的体育盛会，也是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契机。作为冬残奥会举办

城市，北京累计整治整改无障碍点位 33.6 万个，逐步

成为残疾人友好型城市；张家口共改造盲道 358.58

千米，建设无障碍卫生间 680 个、无障碍停车位 805

个，大力推进城市无障碍标准化建设。未来，残疾人

出门将更加便捷安全，广大残疾人也能更好地融入

到社会生活之中。

冬残奥会是短暂的，但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是

长期的。通过举办冬残奥会，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增强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营造全社

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是城市发展应该具

有的温度，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

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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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冰球赛场，工作人员利用制冰车保障冰面光滑。

图② 工作在冬残奥会赛场上的医疗保障团队。

图③ 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赛场，工作人员在清理冰面。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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