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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北京冬奥更“智慧”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场馆很智能

“新技术在北京冬奥会的实际应用
情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场馆，这是举
办奥运会的基础条件。”喻红说，通过
技术攻关，每个竞赛场馆都有着十足的

“科技范儿”。“作为北京赛区唯一新建
的冰上场馆，国家速滑馆采用世界跨度
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
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1/4；国家游泳
中心由‘水立方’转为‘冰立方’，应
用装配式快速拆装和调平动态监测技
术，20天内就可以完成‘由水到冰’
的场地转换。”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
彬介绍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
立“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把场馆规
划、建设、运维关键技术作为重点任
务之一进行布局，解决了雪车雪橇赛
道、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和国家速滑馆等场馆设计、建
造和运维技术难题，支撑国家体育场
智能化和国家游泳中心冰水转换等场
馆改造。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和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首次应
用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竞技型人工剖面赛
道设计方法与建造关键技术，为国内首
创。国家雪车雪橇赛道长度大、落差
大、弯道多，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赛道
精度和温差控制难题，首次实现360度
回旋弯道一次喷射成型，同时可满足延
庆高烈度区的抗震要求。吴远彬说：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了关键技术新突
破，支撑冬奥场馆高质量建设。”

办赛更绿色

绿色办赛，是本届冬奥会的办赛目
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科技、
新技术更是得到了充分利用。吴远彬表
示，此次在绿色智慧综合示范方面，落
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
持续性计划》，推动5G共享、智能车
联网、服务机器人、氢能出行、100%
清洁电力等新技术在冬奥会场景中集成
应用，支撑实现“创造奥运会和地区可

持续发展的新典范”的目标。
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此

次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北
地区的风能、太阳能等生产的绿电输入
北京，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
实现100%绿电供应。

国家速滑馆、五棵松体育中心等冬
奥场馆，选用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系
统，冰面温差控制在0.5℃以内，碳排
量接近于零，这项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冬
奥会，也是奥运史上的首次，同时利用
冷热联供一体化设计对制冷余热进行回
收利用，能效提升30%-40%。

8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张家口赛区
进行了测试，赛时将在延庆、张家口投
入700余辆氢燃料大巴车提供交通服务
保障；试制的氢燃料电池应急电源发电
车，替代柴油发电车，已在国家速滑
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测试备用；北京
冬奥会境内接力火炬将全部应用氢燃料。

观赛新体验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绿色、智慧场
馆建设，同时也提供了便捷化服务体
验，进一步改变观众的观赛方式，提升
观赛体验。

喻红说，北京冬奥会时，5G 信
号将覆盖所有场馆和连接场馆的道

路，包括京张高铁也有稳定、连续的
5G 信号覆盖。这为超高清视频、各项
智能服务等应用场景提供了必要的网络
连接。“有了5G信号覆盖，转播也有新
模式。”

在智慧观赛方面，吴远彬说围绕
“5G+8K”、云转播平台、VR观赛、智能
语音服务等方面部署任务，提升观赛体
验，打造冬奥的“科技感、未来感”，让
世界各地的奥运粉丝们，无论身在何处，
都能感受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同时，在疫
情状况下，通过更高水平的转播技术，也
能让更多不能现场观赛的观众感受冬季运
动的魅力。

例如云转播技术，在测试赛的基础
上，赛时将与OBS合作，在“云顶滑雪
场坡面障碍技巧”项目提供制作“子弹
时间”效果，观众在观看赛事回放的时
候，可以360度无死角地看到运动员的
精彩瞬间。8K高清转播车，在 10月举
行的短道速滑赛事进行了录制和转播，
时长 22 小时，同时，即将开通 8K 频
道，赛时让观众们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
8K 比赛画面，也有机会在冬奥场馆、
城市广场等地的 8K终端上看到超高清
画面。

“冬奥比赛，大多在室外观赛，天气
比较寒冷，为了解决观众观赛取暖的问
题，我们研发了场馆坐席和站席观赛环境
的舒适性提升技术，实现零下20摄氏度
体感温度下，设备表面温度10秒内升至

40摄氏度以上，可以显著提升观众热舒
适感受。”吴远彬说。

“此外，目前北京冬奥会气象预测系
统已经可以实现‘百米级、分钟级’的精
准气象预报，将为赛事顺利进行保驾护
航。在今年2月举行的测试活动中，有
12场比赛、训练根据气象预报调整了赛
程。”喻红说，“我们期待运动员在比赛中
有精彩的表现，也期待这些技术成果能给
北京冬奥会所有参与者以更好的赛时服务
和体验。”

北京冬奥会期间，两地三赛区所有场馆及连接场馆的道路将实现5G全覆盖；冬奥气象预测系统将实现“百米级、分钟级”精准气象预报；
云转播技术赛时将与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OBS）合作，在“云顶滑雪场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上提供制作“子弹时间”效果……从比赛到观
赛，科技创新成果处处彰显“科技冬奥”的底色。

从申冬奥成功伊始，“科技冬奥”就成为冬奥筹办工作的关键词之一。“回顾几年来科技冬奥工作，可以用9个字概括：有规划，有成效，有
期待。”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喻红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冬奥组委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上说，期待亮点纷呈、科技感十足的北京冬奥会。

随着全国各地降温步伐加快，
“冬游”也正式提上日程。日前，马
蜂窝旅游联合腾讯文旅发布 2021 年
冬季“旅游蜂向标”，根据平台用户
搜索、浏览、分享和消费等数据，对
今年冬季的旅游消费趋势展开分析及
预测。

“旅游蜂向标”调查显示：三亚、
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北京、
西双版纳、厦门、珠海、长白山荣登
冬季热门目的地前十。其中，除阳光
明媚、水清沙白的三亚照例成为最受
关注的避寒度假地外，广州、厦门、
珠海、西双版纳等气候宜人的南方城
市也颇为亮眼。

在众多冬季度假目的地中，长白山

的涨幅最高，近一个月之内涨幅达到
240%。据悉，预计于11月底开通的直
达高铁，为长白山的旅游热度高涨起到
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届时高铁将连接敦
化市与二道白河镇，开通后14座城市
可直通长白山。长白山虽然是传统的冬
季旅行胜地，但马蜂窝北极星攻略推出
的“长白山冬季玩法攻略”，将雾凇漂
流、狩猎寻鹿、雪谷探险等小众玩法介
绍给年轻游客，注重体验感、沉浸式旅
行的年轻人可以找到不一样的长白山旅
游体验。

“冬奥时间”的开启，也让冬季冰
雪旅游的火热程度一再飙升。

“旅游蜂向标”显示：立冬以来，
“ 冰 雪 ” 相 关 的 搜 索 词 热 度 上 涨

234%。从冰雪目的地看，凭借“看
雪”“赏极光”吸引游客的中国最北城
市——黑龙江漠河，靠着近期蹿红的网
络歌曲 《漠河舞厅》 成为新晋人气王，

“漠河旅游攻略”近期在马蜂窝站内的
搜索热度上涨166%，“漠河舞厅”搜索
热度上升430%。

携程近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进入
11月，全国大面积降温，冬游订单量较
10月上旬的降温潮期间上升142%，其
中，从华东及华南地区去往华北、东北、
西北地区的旅游订单量增长102%，全国
滑雪场门票预订量同比去年大增363%。

据了解，随着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
时，滑雪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心目中不可
错过的今冬必体验项目。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随着“北雪南移”的趋势逐年递增，
今年的十大热门滑雪场中，南方滑雪场异
军突起，共占据四席，其中包括广州融创
雪世界滑雪场，成为华南唯一登榜的高人
气滑雪场。

业内人士表示，兼具规模与特色的南
方滑雪场让南方人无需远行，在“家门
口”即可享受雪上纵横飞驰的乐趣，因而
热度不输北方知名滑雪场。

此外，有一部分特立独行的年轻人选
择相对小众的冬游目的地，避开人潮，开
启“慢休闲”模式。根据统计：去海南万
宁冲浪、到广东顺德大快朵颐、到云南腾
冲泡温泉、去有“江淮第一城”之称的安
徽桐城领略历史文化名城风采等，都是近
期频登热搜的个性化冬游体验。

马蜂窝发布冬季“旅游蜂向标”：

漠河热度大涨 南方就地滑雪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本报讯 （记者 李寅峰） 11 月
24 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倒计时
100天主题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冰
立方”举行，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
计划发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表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我国
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我
们紧抓冬残奥筹办契机，采取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残疾
人事业发展，引导全社会关注残疾
人，充分保障残疾人权益，推动包容
性社会建设，共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
的生活。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在视频
致辞中表示，国际残奥委会对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充满希望，期待越
来越多的中国残疾人参与运动，参与
冬季运动。

在活动现场，中国残联主席、北
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为残疾人
志愿者代表授旗，期待志愿者们通过
热情周到的志愿服务，体现平等、融
合、包容的崇高精神。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
手册 （盲文·大字）》同日发
布。活动中，发行展示了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金银纪念币。

相关阅读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一二一，一二一……”在瑞金中
央苏区旧址，一群只有七八岁年纪的

“小红军”，身着红军服装、步伐整齐、
口号响亮，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向红军烈
士纪念塔。

“加把劲儿，就快到山顶了！”在海拔
4114米的夹金山王母寨垭口下，“红军战
士”们正奋力向上攀登着，绿色的高山草
原上，红色党旗下的他们格外夺目。

“1938年4月，鲁艺在延安成立，到
1945年11月，培养了2000多名学生，
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一大
批经典艺术作品……”鲁迅艺术学院旧
址内，学生们认真听讲解员介绍道。

以上的场景，都来自长征沿线红色
旅游教育的现场。记者了解到，红色培
训和研学是近几年推动红色旅游增长的
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
施纲要》，对推动红色旅游内涵式发
展，完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体系、
凸显教育功能等做了明确要求。

四川省整合现有以弘扬长征精神为
主题的干部学院、党性教育基地和各级
党校资源，在今年3月正式成立了四川
长征干部学院，包含泸州四渡赤水分
院、凉山彝海结盟分院、甘孜泸定桥分
院、雅安夹金山分院、阿坝雪山草地分
院5个院校，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红色殿堂”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四
川干部教育培训品牌。“翻越夹金山、
极限挑战之路”就是雅安夹金山分院的
实地教学项目之一。

“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说的
就是1935年 6月，中央红军翻越长征
路上第一座大雪山的经历。记者随全国
政协“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讲好长征
故事”党外委员考察团调研时，从雅安
夹金山分院出发，车子顺着宝兴河东岸
一路向北，被雪白了头的夹金山在前方
时隐时现，即便新修的公路很平坦，但
顺着险峻山势而行依然蜿蜒曲折，70
公里的路程用了近2个小时，才到达红
军翻越夹金山的起点——被称为“红军小道”的山路入口。

据介绍，这条路全长约30公里，平均宽0.3至0.4米，从夹金
山脚头道水沟起，依次要经过牛棚子、筲箕窝、一支箭……终至夹
金山王母寨垭口，海拔差约2000米。当年中央红军大部分战士来
自南方，从未经历过这样高寒缺氧的环境，翻越夹金山成为他们长
征过程中最艰苦的一关，也是走过最艰难的一段路。

现在，这条小道不少路段还保留着原风貌，依然是崎岖陡峭、
路面湿滑，实地研学就是沿着这条故道徒步行走。雅安夹金山分院
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之前组织教职工体验翻越夹金山时，在有保
障、有准备、目的地和路线明确的情况下，到达夹金山五道拐所取
得的最好成绩也用了5个小时，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老师完成的。

按照当年红军向导马登洪的回忆，部队清早出发，约午后2点
抵达五道拐。但是他们衣衫褴褛、粮食短缺，有些战士只穿着一双
草鞋，忍饥饿、克疲劳、踏积雪，仅用了6个小时就到达五道拐，
足见战士们的意志力是超乎常人的坚定。

时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回忆，“开始说走100步就停
下来喘口气，以后改成50步休息一次，后又改为30步休息一次，
再也不能减少了，走不动也得走，否则就只有永远躺在这里。”最
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翻越夹金山，这几乎是红军长征中行军
最慢的一段。

“截至2021年6月，雅安夹金山分院已举办培训班945期、培
训学员4.8万人，学员来自江苏、海南、青海、内蒙古、广西等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院工作人员说。

“我们也学着磨豆子、打草鞋，体味着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力
量，支撑红军战士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只有‘神仙’才可翻越
的大雪山。”“短短几天的培训，就让我们感悟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
热血，用生命和信念铸就的那份时代责任和无畏担当。”每一期的
学员都在实践教学中感受深刻。

在四川，长征沿途各重要节点常能见到四川长征干部学院
“现场教学点”的牌子。“学院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
设，按照‘串点成线、区域成环’的思路，将全省各主题纪念设
施、革命遗址遗迹、特色现场教学点和配套设施整合服务与学院
教学。”中共四川省委党校负责人介绍，为了在新时代弘扬好长
征精神，学院打造了四渡赤水、彝海结盟、飞渡天堑、懋功会
师、雪山草地等不同主题、独具特色的 30余条精品教学线路，
140余个现场教学点位，组建了45人的长征文化专家顾问团和外
聘师资队伍，开设了200余门特色教育课程，形成覆盖全域的红
色教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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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在红色中国

““相约北京相约北京””雪车和钢架雪车计时赛顺利完赛雪车和钢架雪车计时赛顺利完赛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近日近日，，张家口冬奥村首次张家口冬奥村首次““点亮点亮””。。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近日，游客在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
新园参观体验。“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是距离北京核心
区域最近的老厂区产业园，是北京工业时代的缩影。如今，经
过转型升级的“天宁一号”已经成为融合文化元素与创新产业
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 齐波摄

打卡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