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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翔：服务冬奥 我们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北京冬奥会，我们已经准备好
了！欢迎大家来到‘雪游龙’，见证中
国雪车雪橇运动的发展。”拨通北京冬
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志愿者
经理黄振翔的电话时，他还处在测试赛
结束后的居家隔离期，但谈起冬奥会的
志愿服务工作，黄振翔却状态在线而又
信心十足。电话中他所说的“雪游
龙”，正是世界第17条、亚洲第3条、
中国第1条的雪车雪橇赛道。

继今年2月“相约北京”系列冬季
体育赛事首场测试赛之后，10月5日-
11月21日，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迎来下
半年长达49天的测试赛，来自35个国
家和地区的730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进
入场馆训练、比赛。黄振翔带领176名
志愿者为保障测试赛顺利运行提供服
务，实现了“以赛代训，以赛促学”的
目的，为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的志愿
服务奠定了基础。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志愿服务共涉
及体育、媒体运行、语言服务等16个
业务领域，服务岗位包括运动员指引、
竞赛信息记录、赛道巡查、语言翻译
等。其中，雪车雪橇比赛是户外项目，
相当一部分志愿者的工作条件是比较艰
苦的。

“比如赛道巡查岗位的志愿者，要
时刻监测是否有异物进入赛道，并及时
报告。雪车雪橇项目的比赛时速都很
快，一旦有树枝等异物进入赛道，就可
能对运动员造成危险。”黄振翔说，11
月初的测试赛期间，延庆白天的户外温
度最低已到-9℃，阵风八至九级，站

在户外，基本上15分钟就冻透了，而
整个赛场又比较大，赛道从最高点到最
低点的垂直落差达121米，最长距离
1975米。从兼顾场地距离和人体耐受
两方面考虑，户外志愿服务岗位约30
分钟轮换一次。为了让志愿者们以健康
的身体、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黄振翔
在后勤保障上可谓花尽心思，“我们为
志愿者们准备了各种御寒设备，包括暖
宝宝、姜糖水等，对于戴眼镜的志愿者
还有防起雾湿巾。”

相较于以前奥运赛事的志愿服务，
黄振翔表示，北京冬奥会的最大挑战来
自疫情防控。“现在全世界疫情防控的形
势仍不容乐观。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
2017年开工建设时，所有的设计都是按
照正常场馆运行建设的，当时没有那么
多防疫分区。现在场馆内部的防疫分区
和行动流线非常多。”黄振翔说，在志愿
者培训和志愿者岗位分配等方面已经充
分考虑到疫情防控的因素，在志愿者通
用培训课程的基础上，强化了疫情防控
的专题培训，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岗

位的志愿者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进行进一
步指导，同时通过现场指演示和实地踏
勘，对场馆内部的防疫分区和行动流线
等重点内容进行更加精细的培训。

作为志愿者经理，黄振翔在筛选志
愿者时，对每个参选者都问到“怎么看
待参与志愿服务存在被感染新冠肺炎风
险”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有两
个方向：一些志愿者表示，冬奥会是我
们国家的大事，虽然可能有感染风险，
但愿意承担责任，冲到一线。另一些志
愿者则表示，对我们国家疫情防控的举
措、政策很有信心。”每次想到志愿者
们这些铿锵有力的回答，黄振翔都非常
动容，也让他为带领这样一支志愿服务
队伍而骄傲。

参与冬奥会志愿服务，其实是黄振
翔第二次成为奥运志愿者。“13年前，我
还是中国农业大学大三学生时，就经过
层层选拔和考核，成为一名北京奥运会
的志愿者，当时服务于奥运会和残奥会
注册与制服发放中心。”黄振翔说，从
2008年到现在，他感受到人们对志愿精

神的理解在不断加深。在黄振翔看来，成
为一名志愿者不仅要有饱满的热情和端
正的工作态度，还要有更高的专业技能
和身心素质。

说起雪车雪橇运动，黄振翔坦言在
我国还不够普及。“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在冬奥会期间主要有雪车、钢架雪车、
雪橇3个大项、10个小项的比赛，这
里将产生10枚冬奥会金牌。”黄振翔
说，这几项运动都属于竞速运动，对于
很多喜欢竞速比赛的观众而言，一定会
充满了感官享受。“其中雪车运动速度
最快，可以超过 130 公里/小时的时
速，也被称为‘冰上F1’。此外，各个
国家的雪车车身都自带亮点，或车身炫
酷，或带有国家精神的标志，很有看
头。”

作为冬奥会志愿者，黄振翔不忘在
各种场合普及冬季运动项目的常识。“我
在给志愿者做培训时，也常常告诉他们，
作为志愿者不仅要服务好本届冬奥赛
事，也要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者，更
要成为冬季运动的推广者、普及者。”

北京卧佛寺腊梅花开

疫情之后，旅游消费呈现新趋势：从旅行到玩乐，从远程到
近程，“微度假”趋势正在改变旅游行业的格局。马蜂窝旅游近
日发布的 《2021“微度假”风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表
明，“80后”“90后”是“微度假”主力人群，人数占比超过
80%。“微度假”以“玩法”为驱动力，3天内旅行消费2000元
已是常态，越来越多的“微度假”用户愿意为高品质的服务与
体验买单。

据介绍，相较于疫情前动辄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度假模
式，“微度假”以本地为中心，开展3天以内的休闲度假活动，
一般是基于兴趣爱好或某种体验的周边游和周末游。

报告显示，亲子玩乐、户外运动和娱乐休闲，都是“微度
假”的主要驱动力，其中，“民宿+”是“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伴随着“宅酒店”度假模式的日益盛行，住宿对于“微度
假”不再意味着简单地“一屋一床”，多达49.8%的用户对住宿
所附加的特色体验产生浓厚的兴趣。

大多数年轻人喜欢与朋友结伴开展3天以内的“微度假”。
剧本杀、野餐、游乐园等是年轻人与朋友出行时钟情的玩法，而
沉浸式体验艺术节、观赏建筑等文化活动，则是“一人行”的微
度假偏好。

作为“微度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周边游以其时间短、易
抵达、高频次、注重品质体验等特性，成为后疫情时代都市新青
年的玩乐日常。今年，周边游再次迭代升级，“异地周边游”的
旅行方式正悄然兴起。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异地周边游”客群
在“当地游”订单中的占比增长迅速。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
热门周边游目的地的非本地客源平均占比达到了28%，个别地
区甚至超过40%。

在“异地周边游”热门地区TOP10的榜单中，四川、北
京、江苏、湖南等省区均有上榜。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城市，异地
周边游的发展能够吸引新鲜客流涌入。

体验至上的内核决定了“微度假”主要为“玩法驱动”
的特性。2021年平台站内体育相关内容占总内容比例较2020
年同期上涨近 49%，周末用一场体育运动来释放工作压力，
结交同好，甚至“为一项运动，赴一座城”在年轻人当中已
蔚然成风。

在“微度假”人群喜爱的热门运动TOP10榜单上，滑雪在
北京冬奥会的影响下占据榜首。而疫情之后人们对健康生活方
式的重视，使得徒步、爬山、马拉松等既锻炼身体又贴近自然
的项目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传统运动，还有不少年轻
人把目光投向了深潜、冲浪、跳伞等新兴体育项目，玩法上日
趋多样。

年轻人喜欢“微度假”
冬奥会带动滑雪热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据日前举行的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透
露，北京环球主题公园二期目前正在谋划建设，占地面积为2.2
平方公里。预计每年游客规模达千万人次的环球主题公园将对北
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地区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中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主导功能为科技创新、行政办
公、商务服务、文化和旅游。

据介绍，今年9月20日，环球主题公园盛大开园，至今热
度不减。虽然受疫情影响，环球主题公园开园后实施了最严格的
疫情管控措施，采取预约订票制度，但游客依然热情十足。

环球主题公园一期占地1.8平方公里，拥有十几个项目、四
十几个游乐设施。下一步，二期还有2.2平方公里正在谋划建
设。原计划要建设的一个文化旅游区、7个酒店，目前只建设2
个酒店，有限的酒店房间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通州区、副中
心周边和北三县香河、大厂、三河等地的民宿旅游。

目前环球主题公园日均接待1万多人，峰值运营能接待11
万人。今冬过后，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将会迎来更多游客，预计日
均接待量可达10万人，一年能达到上千万规模的游客量，这将
对整个副中心及周边地区发展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此外，环球主题公园园区外还有360米长的城市大道，两边
商铺林立，特色餐馆众多。即便不到园区内游玩，城市大道的特
色餐饮和网红商店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带动力和影响力。

(本刊综合)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二期正在谋划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徐金玉） 11
月26日，北京王府学校的高中生
来到北京冬奥组委所在地首钢园
区，通过互联网和葡萄牙科英布
拉中学的学生同上了一节冬奥主
题课。这是“共迎未来”中葡

“大使杯”冬奥青少年使者冬令营
其中的一项活动。

该冬令营由北京冬奥组委新
闻宣传部、奥运村部会同中国教
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支
持，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葡萄
牙基础教育部联合主办，旨在搭
建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的平台，
拓宽青少年国际视野，促进世界
相知相融。活动中，中国的5所学
校与葡萄牙5所公立中学的学生以
线上互动的形式，先后开展系列
活动，包括认识中国和葡萄牙、
参观中葡校园、中葡冬奥历史回
顾、北京冬奥揭秘、冬奥文创设
计和饮食冬奥等。

当天的主题课上，中葡两国的
高中生共同参观了冬奥展示中心
和英特尔北京2022年冬奥会体验
中心，学唱冬奥祝福歌曲，了解吉
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的含义，并互
相学画冰墩墩、雪容融和葡萄牙传
统的“大公鸡”等。同学们在寓教于
乐的环境下增进了解、感受冬奥魅
力，以此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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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精河县茫丁乡小学的同
学们对“冰丝带”的解释让人拍
案叫绝；甘肃兰州七里河区敦煌
路小学的小伙伴们争先回答速度
滑冰服装的区别；江苏镇江第一
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对速度滑冰的
分类感兴趣……

11月26日，正逢北京冬奥会
倒计时70天，一堂热烈的线上冬
奥课正式开课。来自辽宁、河北、
新疆、江苏、四川、重庆、广东、
陕西等地远端的数百位师生同上一
堂速度滑冰运动理论与实践课程，
体验专业课程，感受冬季运动魅
力。这也是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
部会同首都体育学院开展“冬奥校
园行——冠军公益课堂”第一课。

在首都体育学院气膜滑冰馆，
首都体育学院冰雪运动学院教师、
速度滑冰全国冠军、北京2022年
冬奥会速度滑冰国内技术官员王金
英倾情为孩子们讲授冰雪运动相关
知识，示范速度滑冰的项目分类和
起跑、转弯动作，帮助大家了解冬
奥项目……

“非常感动，孩子们学得很认
真。”王金英说。

据了解，包括王金英在内，首
都体育学院共有 8 位老师曾获冰
雪项目全国冠军。此次，8位老
师将先后出任“冠军公益课堂”
的教师。

“把课堂从教室搬到冰场，对
于冰雪运动的远程教学来说，是一
次有益的尝试。孩子们对冰雪运动
装备感兴趣，对视频中出现的冰场
也感兴趣，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
会更是感兴趣。”首都体育学院相
关负责老师表示，参加远程教学的
孩子，有很多来自偏远地区，孩子
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学习冰雪运
动，兴趣很足。参与教学的老师也
都非常积极。“每一位老师，都希
望有更多的机会向青少年普及冰
雪运动，这样的课堂让远程教学
的效果显著提升，突破了很多技
术难点。”

“冰雪大咖”生动的讲解果真
让学生身临其境。课堂上，各类互
动丰富多彩。课程结束前，重庆涪

陵实验小学和葫芦岛教师进修学
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们更是穿上轮
滑鞋，学习了“站立、原地踏
步，踏步转体”的基本动作。下
课前，孩子们依然兴趣盎然，恋
恋不舍地说：“这样好玩的课程还
想多来一点。”

据介绍，此次系列主题活动旨
在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致力于解决不同地域的学校
在开展冰雪教育中的困难。直播课
堂依托“5G+三个课堂”的技术支
持，将科技与奥林匹克教育相结
合，让现场师生与全国各地远端的
学生们进行一对一互动。

携手迎冬奥，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工作人
员介绍，“冬奥校园行——冠军公
益课堂”希望通过线上直播的方
式，让更多的师生关注和参与到
冰雪项目中，践行共享办奥理
念，在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心中点
燃冬奥火种，为营造良好冬奥氛
围贡献青春力量，助力实现“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冬奥校园行：冠军公益课堂开课啦
本报记者 李寅峰

信 息速览

志愿者实地踏勘培训志愿者实地踏勘培训

志愿者在赛道准备区志愿者在赛道准备区
扫冰作业扫冰作业

志愿者在开展赛志愿者在开展赛
道巡查工作道巡查工作

近日，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十月梅”开放，进入花期，
成为初冬时节一景。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