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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政协2021年度好提案
公布，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文新所提
的《关于善用2022冬奥遗产传承和办
好绿色奥运的提案》位列其中。这一喜
讯，和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一样，让
远在香港的胡文新格外高兴。

虽然工作生活在香港，对冰雪运
动，胡文新却是实实在在的专业人士。
他是冰球运动爱好者，从学生时代就
活跃在冰球场上。后来，更是有长达9
年的时间担任了国际冰球联合会副主
席，直至去年9月卸任。因此，不仅是
提出与此相关的高水准的提案，冬奥
会的方方面面，都是胡文新高度关注
的话题。

“从2001年开始，我就与香港教
育局、电视台，以及一些大学积极合
作，拍摄一些视频短片在香港各类场
所播放，希望以此帮助更多香港市民

了解冬奥会。此外我们也通过组织一些
活动，让香港年轻人熟悉北京冬奥会，
理解这场盛会的历史意义。想想看，北
京市是世界上第一个举办过冬奥会和
夏季奥运会的城市，这多令人自豪！”胡
文新说。而另外让他十分期待的，是他
非常希望双双入围冬奥会赛场的中国
男女冰球队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赛出好
成绩。“我们中国女子冰球队多年没有
进入冬奥会赛场了，而中国男子冰球队
更是没有入围过。以目前世界排名看，
通过外围赛进入冬奥本没有太大的机
会。好在2017年国际冰联周年大会上，
中国男女子冰球队得全票通过，以东道
主身份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我非常
期待他们能打出好成绩。”

近年来，为推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
展，特别是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胡文
新做了大量的工作。两会上提提案，组
织活动去宣传，走进学校去动员。2018
年，他向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人民币1000万元，设立胡文新奖奖学
金。他说，希望借此能够鼓励更多的运
动员和学生在冰雪运动上努力训练，取
得好成绩，为国争光。

“我们通过不同渠道推动和宣传北
京冬奥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推广冰球运
动，让更多的冰雪运动走进校园和全民
大众，相信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来临，更多
人民群众有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和现场感
受到冰雪运动的精彩，让冰雪运动和冰
球发展在国内形成新的潮流。”胡文新
说，“最期待国家冰球队在主场观众的打
气下，有一个美好的成绩，为全国人民在
春节期间送上精彩的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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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篮球场馆
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球比赛场馆，
五棵松体育中心的华丽转身，让人眼前
一亮。

“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足10天了，
现在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全国政协委
员、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主任陈双接受
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如是说道。

“筹备工作到这会儿已经进入了
白热化的阶段。平时我们都有几十人
一起工作，这时候有上千人在一起工

作，为了工作需要还特别搭建了临时
简易棚。”

至于五棵松体育中心目前正在忙的
事儿，一方面就是制冰。

陈双介绍说，我们经过去年4月份
和11月份的测试赛，在主制冰师的指导
下制冰技术越来越成熟，中外制冰师团
队配合越来越默契，冰越制越好。陈双
说，“我看过主制冰师写的一个评估报
告，认为我们的制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
的要求，我们也会努力把赛时用冰达到
国际最高水平。”

“五棵松体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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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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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双说。

五棵松体育中心是北京奥运遗产可
持续利用的范例，也是经典的“双奥”场
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将承担女
子冰球和部分男子冰球的比赛。

“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这次很多观
众无法到现场观赛。因此，目前另一项主
要工作就是为了使全球冰雪运动爱好者
都能够以最佳视角观看到冰球比赛的盛
况。”陈双说，目前场馆正在配合OBS
（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安装摄像头、

光缆等转播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为了
更好地实现转播效果，场馆还把相当一部
分座位腾给转播商，让他们多角度、全方位
地呈现比赛。”

“为满足北京冬奥会赛时需求，五棵松
体育中心竞赛馆改造历时8个月。改造后的
场馆不仅满足冬奥需求，还通过‘冰篮转
换’兼顾场馆赛后利用，充分利用新科技、
新理念、新材料，帮助场馆在节能降耗、综
合利用、竞赛观赛等方面实现提升，使场馆
焕发新活力。”陈双说，“场馆将原有30×60
米的冰面改为冬奥会要求的26×60米，成
为两种尺寸可转换冰场。此外，‘6小时冰
篮转换’技术也是五棵松体育中心的一大
建设亮点，可以快速实现篮球模式和冰球
模式的场地转换，能够大大节约日常运营
成本，提高场馆利用率。”

五棵松体育中心作为2008年夏季奥
运会篮球比赛场地，奥运会结束后场馆进
行商业化运营，每年承接体育比赛和演艺
活动80余场。北京 2022年冬奥会之后，
五棵松体育中心将实现冬季运动项目和
夏季运动项目转换，除继续承接各类演出
赛事、篮球比赛之外，还能够极大地拓展
经营的维度与广度，可承办冰球、花样滑冰
等冰上赛事活动，也将成为冰雪运动的新
地标。

全国政协委员、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主任陈双：

见证“双奥场馆”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王金晶

北京2022年冬奥会进入倒计时，
“忙碌”一词是形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王艳霞工作节
奏最贴切的注脚。进入赛时后，她更是
要全身心投入赛事协调运行，注定与周
末和春节假期无缘。

但王艳霞却是累并快乐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是一件重要的国家大
事，能够参与其中，我感觉非常骄傲和
自豪。”

王艳霞与奥运有缘。她参与冬奥的
热忱，早在14年前便埋下伏笔。

“北京是‘双奥之城’，而我正是‘双
奥人’。2008 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
时，我就在现场参与赛时工作。2022年
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时，我的参与度更
广更深，从前期申办到近7年筹办再到
赛时，我全程亲历和见证。”

提到“双奥人”这段经历，王艳霞连
用了“难得”和“宝贵”来形容。“这是宝
贵的人生经历，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在
工作中收获了成长。”

体育部是王艳霞的工作部门，也是
她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情感的地方。

“在北京冬奥申委时，我的岗位就
在体育部。申奥成功后，北京冬奥组委
成立，我担任体育部副部长。体育部负
责竞赛组织工作，是冬奥会筹办的核心
业务部门。”王艳霞介绍。

用一句较为通俗的话解读，举办赛
事需要场馆设施、需要技术官员、需要
体育器材，这些重要工作都属于体育部
职责范围。

王艳霞说：“以竞赛场馆为例，场地

尺寸、冰面温度、室内温度湿度、辅助功
能用房配置等技术标准，一般由国际单
项体育组织确定。体育部是唯一窗口，
代表北京冬奥组委与7个国际单项体
育组织对接，其他部门或业务领域的相
关工作需求，也需要通过体育部进行对
接。”形象点说，体育部既像是一座“桥
梁”，也像是一位“信息员”，将国际单项
体育组织的工作需求告知相关业务领
域，并持续跟进落实情况。

再比如技术官员，作为竞赛组织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国际技术官员
和国内技术官员两类。国际技术官员一
般由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选派，国内技术
官员一般由举办国选派，为了选拔合
格的国内技术官员，体育部联合国家
项目协会开展了系列培训和选拔工
作。除此之外，体育部还负责体育报名
和资格审查、编制体育出版物以及气象
服务等工作。

为了实现“简约、安全、精彩”办赛
目标，事无巨细都要尽心尽力，需要进
行大量、细致、严谨的沟通协调工作，足
以想见她有多忙。在筹办过程中，他们
在不同阶段面临过诸多困难和挑战。

在申办北京冬奥会时，我国能够胜
任冬奥会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还较为
短缺。“这些专业人才包括国内技术官
员，场地制作人才如制冰师、浇冰车司
机、赛道塑形人员，滑雪医生等，由于之
前有些项目的高水平赛事，我国尚无举
办经验，也就很少有机会培养这些专业
人才。为此，我们对国内人才进行系列
培训、选拔，又聘请部分国际专家参与

工作，经过近7年的筹办，已逐渐补齐
这一短板，现在总体工作进展顺利。伴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顺利举办，我国冰雪
运动获得全面发展。这些经历了冬奥会
赛事组织和专业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将
成为宝贵的人才遗产。”王艳霞说。

“一路走来，大家齐心协力迎接挑
战，克服了人才短缺、新冠肺炎疫情等
困难。我深切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
顺利筹办得益于中国人民对冬季运
动的热爱，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也得益于世界各国专家、技术人
员的倾力相助。国家的综合实力、中
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是我们解决各种问
题的坚强后盾，我们有信心做好各项
筹办工作。”

而令她欣慰的是，从目前筹办进展
来看，体育部所有工作已准备就绪。“北
京冬奥会12个竞赛场馆通过了国际单
项体育组织的认证，全面具备办赛条
件；国际、国内技术官员全部确定并按
计划来到赛区报到；体育器材更是提前
采买到位……”王艳霞说。如今，倒计时
进入个位数，北京2022年冬奥会已是
万众瞩目、备受期待。

“我想说，北京准备好了，我们北京
见，一起向未来！”王艳霞说。

“双奥人”王艳霞：

“我们北京见！”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再过两天，延庆冬奥村即将迎接来自
全球9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近1300名运
动员；再过14天，世界瞩目、国人期盼的北
京冬奥会即将拉开帷幕。奥林匹克圣火将
再次在鸟巢升起，见证北京成为全球唯一
的‘双奥之城’的辉煌时刻。”1月20日，在
北京延庆举行的北京延庆冬奥村、冬残奥
村开村誓师大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
政协副主席程红如是说。

2008年，程红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奥运
村副村长、运行团队第一副主任。13年过
去了，当北京再次迎来冬奥会、冬残奥会
时，程红又成为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村
长。“从冬奥申办成功至今的6年时间，延
庆赛区从一个‘四无山区’华丽转身为国际
一流的场馆群，其中就包括了美丽的延庆
冬奥村。来自四面八方的3600名工作人员
走到一起，磨合、付出、奉献、收获。大家克
服了各种困难，团结一致，连续作战，顺利
通过各项测试和考验。”说起延庆冬奥村的
变化，程红心情格外激动。“如今，我们的冬
奥村各项功能日渐具备，我们村的景致也
越来越美。国际奥委会的数个考察团都对
我们村的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冬奥是‘国之大者’，我们有幸直接参
与冬奥筹办，有幸直接在冬奥村一线为世
界各地的运动员和官员服务，深感无上光
荣，无比自豪。”程红表示，奥运村是赛时的
大本营、大后方。“运动员取得优秀的成绩，
要靠我们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因此，要树
立以运动员为中心、以赛事为中心的理念，
紧紧围绕运动员的食、住、行、医、康、乐，营
造一个安全、温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

同时，安全也是此次成功办奥的先决
条件。“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我们要严格
遵守闭环管理的各项规定，做好个人防护
的同时，以有温度的暖心举措打破疫情带
来的冰冷感、压抑感，提升各方的参赛体
验，体现‘一起向未来’的价值理念。”

记者采访获悉，冬奥村团队是一支年轻
的团队：组建只有半年时间，平均年龄还不
到32岁。但团结出力量，协作就是战斗力。有

困难的时候，每一个党支部都是战斗堡
垒，每一位党员都起着先锋模范作用。

在所有的冬奥场馆之中，奥运村是
运行时间最长、运行连续性要求最高的
团队。奥运村的工作人员除了要经历长
达70多天的闭环管理，还要经受在岗度
过春节的考验。注定一部分队友得起早
贪黑，披星戴月；零下30度-零下40度
的体感温度，也将让他们体验前所未有
的天寒地冻；可能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
困难，甚至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委屈……
但冬奥村人对此的回答却是：虽然苦和
累，但却快乐着、幸福着、荣光着。

“冬奥燃烧激情，拼搏成就梦想。猎猎
的战旗已经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授旗即授
命，誓言即出征。让我们所有的冬奥村人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倾力工作、倾心奉
献，用行动践行诺言，用我们一颗颗炽热
的心、一双双勤劳的素手，共同打造安全、
温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为一届精彩、非
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献力量，用无悔的
青春书写‘双奥之城’新的历史篇章！”漫
天飞雪中，在程红村长的引领下，延庆冬
奥村、冬残奥村3600名团队成员共同举
起右拳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冬奥有我。
请党放心，冬奥有我。请党放心，冬奥有
我！”掷地金声、慷慨激昂的誓言在山谷间
弥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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