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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如期开
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奥组委规
划建设部副部长沈瑾仍然没有丝毫松
懈，他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负责冬奥会
的电力运行。“冬奥会赛时运行期的
两个月，我将在首钢园区的电力运行
中心，远程对接三个赛区的能源保障
工作情况。”

让城市与山区“无缝拼接”

走进沈瑾的办公室，桌上堆放着
《张家口赛区场馆及基础设施赛后利
用可持续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张家
口赛区项目团队国内外场馆考察调研
报告》《国外跳台滑雪场馆案例参
考》……集结成册的总结报告很是醒
目，足有半米多高。

沈瑾在整个冬奥会筹办中主要负
责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及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工作，这些总结报告正是他筹
办冬奥会近6年、翔实的工作记录。

“冬奥会项目一般是城市和山区
相结合，韩国平昌和俄罗斯索契都如
此，冰上场馆多在城市，雪上场馆都
在有落差的山地。”沈瑾说，“北京冬
奥会有北京市的中心区和延庆以及河
北省张家口的三个赛区，联系三个赛
区的区域交通尤为重要。”

“纵观以往历届的冬奥会和夏奥
会，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时速350
公里以上的高铁直接通达赛区，这是
百年冬奥历史上首次将高铁直接引入
赛场核心区。京张高铁通车后，从北
京北站到崇礼太子城站只需 1个小
时，从清河站过去仅50分钟。”沈瑾
不禁回忆起筹办前期，那时他从北京
开车到崇礼，单程就要 4 个小时。

“现在的舒适度和便捷性好太多了。
大运输量、公交化的高铁不仅为赛时
的人员流动提供了便捷，也让场馆的
赛后利用和地方可持续发展成为可
能。”

谈起大众广为关注的奥运遗产可
持续利用，沈瑾介绍说，从冬奥筹办
伊始，我们就把建设符合奥运标准的
场馆和城市基础设施的赛后利用结合
起来。无论前期建设任务书的制定、
场馆的选址调整、场馆多功能综合利
用，都尽可能地考虑到冬奥遗产的赛
后利用问题。

他以高铁换乘接驳系统举例说：
“在崇礼太子城高铁站的方案论证前
期就积极推动在崇礼高铁站增建‘综
合换乘枢纽中心’，做到高铁站与其
他交通的‘无缝拼接’实现‘零换
乘’。将综合换乘枢纽与冬奥颁奖广

场与高铁站整合在一起，实现各种交
通方式的换乘全部在换乘枢纽室内完
成。”沈瑾说，如果说高铁站在过去
理念中只是单一的交通系统，那么现
在则应该是个城市综合体。“不仅是
各种交通的接驳、换乘中心，还应复
合多门类的各种商业业态。比如有雪
具的租赁、寄存服务；有当地的特色
美食体验；有娱乐休闲设施等等。”

“同样是等下一班列车，坐在咖
啡厅里和坐在候车大厅的座椅上，感
觉肯定是不同的。”沈瑾说。

预留缆车系统解决“最后一公里”

“综合换乘枢纽中心不仅在赛时
提供候车换乘功能，同时也可实现各
场馆的远端安检，减少场馆侧的安检
压力。我们还努力推动在该枢纽中心
内建设缆车站点并建立‘山地缆车交
通系统’，这样出高铁站后可直接乘
坐缆车到达赛场。”沈瑾说，目前综
合换乘枢纽中心建设完成已投入运
营，基本解决了快速轨道交通接驳问
题，大大提高了通行效率。遗憾的是
赛区的缆车系统在奥运赛时还没有实
现。

“但太子城高铁站换乘交通枢纽
已预留了未来建缆车站实现‘零换
乘’的可能。”沈瑾拿着荧光笔，在
太子城站的平面示意图上，边标注边
解释：“目前太子城站距离云顶约4.5
公里，距离古杨树场馆群约 2.3 公
里，这个距离坐缆车是最合适的。未
来建设一条到太舞雪场、一条到云顶
和万龙雪场的两个方向缆车线路。就
可以真正解决高铁站到崇礼各滑雪场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沈瑾介绍说，根据欧美国家滑雪
胜地及山地旅游发展经验，采用山地
缆车交通系统是开发山地旅游资源最
有效的途径。一个山地旅游区如果要
达到百万级的四季游客吸引能力，必
须创造“山地观光线路”，而这种线
路只有通过山地索道缆车来完成。

“索契冬奥会山地赛场集群就是以
‘索道+山地巴士’的方式完成观众
运输和疏散的，已成为索契四季山地
旅游的主要交通方式，目前每年游客
的接待已超过360万人次。欧洲阿尔
卑斯地区也有许多成熟的山地度假区
案例可借鉴。”

“规划的意义在于远见。”沈瑾
说，预见并判断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是
规划建设前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例如在主场馆‘雪如意’的转运设
施建设上，我们就力主用‘地轨缆

车’代替原有的吊椅式缆车方案。为实
现后冬奥整合区域山地交通体系实现赛
后利用创造前置条件。地轨缆车系统相
对于吊椅式的优点在于车厢内空间宽敞
舒适、且不受风雨雪等气候条件限制，
易于设置中途停靠站。同时未来可成为
山地缆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沈瑾打开手机视频，在滑坡上平稳运行
的正是形似包厢的地轨缆车，直通“雪
如意”的观景平台。“无人运营的地轨
缆车，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旅游
体验。游客坐上地轨缆车，来到‘雪如
意’1000多平方米的观光平台，绕上
一圈，风光无限。”

用好大交通 扩大冰雪旅游规模

据统计自2019年 12月 31日京张
高铁开通每年客运达680万人次，崇礼
太子城高铁站开通后乘客每日高峰达
4000人次。崇礼的赛后定位是国际级
冰雪旅游度假地，高铁及缆车系统除交
通运输外，还应该发挥更大的功用价
值，造福后续冰雪旅游产业。

“崇礼具有丰富的山地旅游资源，
发展四季山地旅游缆车索道交通系统是
最佳山地观光交通系统的选择，未来应
该政府主导、发挥市场作用、成立独立

运营的雪场联盟，通过缆车将这些雪场
和山地旅游资源串联在一起。”沈瑾展
望说，四季运营的缆车项目不仅可以成
为崇礼的主要收入还能继续扩大冰雪旅
游的规模。

山地缆车交通不仅能提高冬季滑
雪的便捷性，还应开展四季运营、综
合开发。利用张家口周边各类山地旅
游资源，如打造夏季山地自行车、世
界铁人三项赛，高尔夫比赛等各类赛
事活动。

同时在崇礼各雪场消费系统和缆车
交通系统还应建立统一的支付系统——

“一卡通”，以提高游客的便捷度。“便
捷高效的缆车系统和支付系统在区域内
做到各经营主体互联互通、互惠互利。
节约滑雪爱好者体验不同雪场的时间成
本，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山地旅游体
验。”沈瑾说。

“目前张家口的场馆、交通及配套
设施建设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后奥
运时期，怎样利用好奥运遗产，打通张
家口‘全季’‘全域’‘全产业链’的发
展，仍然需要不断地完善。”采访最
后，沈瑾向记者提出了他对于张家口抓
住冬奥契机，推动本地发展的新期冀
——激活奥运遗产、打造世界级冰雪旅
游目的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副部长沈瑾：

张家口为赛后利用埋下伏笔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实习生 李婷

立春日再入鸟巢，仿佛人生两次
踏入了同一条河流。夕阳映照在钢结
构上一片金黄，衬着鸟巢的基色中国
红，美不胜收。

2008 年，作为奥运注册记者我
全程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工作；
2022 年 作 为 观 众 观 看 冬 奥 会 开 幕
式，重访故地、感慨良深。

时光一去 14 年，再赴鸟巢盛会，
我甚至还记得当时参加开幕式报道所
坐的媒体席位置，寒风之中犹记当年
汗透脊背的感觉。满眼望去，那个年轻
人奔跑在鸟巢的背影还在。满眼望去，
尽是这座大国大城的点滴变化。

有幸成为“双奥人”，有幸成为
双奥之城的市民，有幸成为伟大时代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有幸现场观摩了
两场同样“无与伦比”的开幕盛典。
有幸，生你怀。

当白衣小男孩号手吹奏起《我和
我的祖国》，当年红衣小女孩《歌唱祖
国》的歌声一同混响，五星红旗升起
的那一刻，我与那位坚毅的升旗手一
样，激动的泪水不觉滑落面庞。

2008 年 8 月 8 日是立秋后的第二
天，这与冬奥会 2月 4日的立春日正
好时隔了13又1/2的农历年份，崇尚
自然、讲求轮回、重视仪轨的中华文
化就是这么神奇。夏奥会举办在灿烂
的北京初秋，冬奥会举办在祥和的新
春佳节，这跨越春夏秋冬的浪漫与骄
傲，唯有双奥之城独有。

好事当时节，当春乃发生。
久居北京的人都知道，春秋季恰

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优渥的地理气
候条件奠定了举办双奥的基础，卓越
的办赛能力让全世界寄予厚望，热情

的首都人民期待着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国人
的成事之道，讲理、讲面儿、局气，
是北京人面对大场面的敞亮。

除了双奥之城，北京还是继 1952
年挪威的奥斯陆之后，70年间第二个
举办冬奥会的首都城市，这得益于冬
季的北京联袂张家口冷而不寒的禀
赋，得益于燕山雪花大如席，塞内外飘
飘洒洒、分外妖娆。左环沧海、右拥太
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这样的北京，
是定都安邦之处，是宜居宜业之所，更
是体育竞赛的天然圣地。

双奥之间，中国行进了 14 年，
北京发展了 14 年。想去翻看 14 年彼
时的心境记录，把微博微信拉到底都
没有找到。尽管笔者开通微博已然算
是 最 早 一 批 ， 但 最 早 一 篇 停 留 在
2009 年。也就是说，2008 年，微博

还没有全面使用，更遑论微信，那时候
分享奥运精彩只能通过 QQ 等网络工
具，互联网还停留在 3G 时代，移动商
网还得靠外设装备、支付还得用信用
卡、直播还得靠电视台。仅此一事，就
能佐证 14 年间北京的工作生活发生了
多大的变化。

双奥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继
承。鸟巢略做改造，承担开闭幕式主力
场馆仍是一流；水立方变身冰立方、五
棵松从篮球馆到冰球馆，国体、首体继
续承担重要赛事任务，大多数 2008 年
兴建的场馆都加冕着双奥荣耀，北京在
奥运场馆利用方面堪称典范。2008 年
奥运会激发起的志愿者精神同样传承到
冬奥组织筹办当中，14 年前的“老志
愿者”如今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翘
楚，很多人依旧在为冬奥尽心尽力工
作。年轻一代的志愿者们薪火相继，更

加周到、更加热情地服务着冬奥会，他
们同样以参与国家盛事引以为傲。

双奥之间，中国更加自信、开放，
北京也更加包容、大气。大国之都无论
基础设施、交通条件，还是城市治理水
平上都有了长足进步。开幕式不再讲述
五千年灿烂文明史，而是把视角更多地
放在人民、放在融合、放在情感流露
上，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更强了，讲述
的中国也更加温情、更加细致、更加面
向世界。14年间，大国自信一览无余。

鸟巢之内，体育人同样上演着传承
故事——火炬手依次由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的运动员，最后由“00 后”赵嘉
文和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共同将最后一
棒火炬嵌入了大雪花形状的主火炬台
中。人民政协报的上会记者也悄然间完
成迭代，作为本报唯一的注册记者，

“90后”的徐金玉每天发回的融媒体报
道精彩独到、形式丰富。我们经常做些
交流，出出主意的同时，我也“趴在沙
滩上”追忆反思，检视自己 14 年前的
工作是否做得足够好。

不是当年不努力，奈何时代变化快。
双奥之间，2008《我和你》的北京

之约，2022《雪花》的冬季之恋，都堪
称奥运主题曲的完美之作。14 年间，
从两个人的“二人转”到数百名“小和
平鸽”的心灵创造，“同一个世界，同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一起向未来”
的是全世界“更团结”的地球村民，是

“一鸽都不能少”的全体中国人，回回
环环后、婉婉转转间，精神实质一以贯
之。这世界，那未来，不就是一个个的

“我”和一个个的“你”吗？
见证双奥，毕生骄傲！

见证双奥 毕生骄傲
廉维亮

2月 5日晚，中国短道速滑队夺得此次
北京冬奥会的首枚金牌，为中国冬奥代表团
实现了开门红。这个金牌，得来不易，整个
过程可以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形容，但
中国队不负众望，成功夺金，激动人心！

截稿前，中国队已在此次北京冬奥会取
得了三金两银的夺目成绩，这让我倍感自豪！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国家级的荣誉，更是祖
国强大后在世界展现出来的一份坚定自信！

遥想当年，先父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家和
香港体育发展，这是父辈于我的诲导，如今
我正身体力行地延续先父的愿景，继续支持
祖国和香港的体育发展。我在内地投资发
展，事业便是始于体育。扎根深圳和海口两
地，发展体育及休闲旅游产业，在当地政府
的支持下，积极引入国际级体育IP，开拓新
的体育领域合作。

自从北京参与申办冬奥会开始，国家对
冰雪运动的重视与日俱增，观澜湖也紧随国
家步伐，积极推动南方城市“上冰”的普及
性和参与度。6年前，引入了国际品牌的冰
上训练中心，为专业选手和业余爱好者提供
速滑、花样滑冰和冰球的专业训练，同时满
足举办各类冰上活动的需求。随着国家对冰
雪运动推广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冰上运动中来，冰上训练中心每年接
待量增长率达12%，开业至今接待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全国各地冰上爱
好者总共9万余人次，每年组织广东省青少年冰球邀请赛等各项赛事10
多场，积极推动“北冰南展”。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习近平主席对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的
谆谆嘱托，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广东省体育局、深圳市
和龙华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观澜湖积极参与“广东省冰雪训练基地”项
目的筹备。自2019年下半年启动至今，历时两年有余，项目建成后将是
深圳唯一且规模最大的冰雪运动设施、广东省唯一的滑雪运动员训练基
地，可以满足广东省开展专业冰雪运动训练、举办竞技赛事、大众冰雪娱
乐等需求，同时对于在粤港澳大湾区普及冰雪运动文化、推动青少年更多
地参与冰雪运动打造良好条件。

优秀运动员从来都不是骤然出现的，这背后是国家在人力、物力、财
力等方面投入的强大支撑，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深刻体现。国家有了坚实
的实力，才能让整个国家的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才能在体育事业上取得不断进步。就如此次冬奥摘得首金的短道速滑，一
直是我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的王牌项目，能不断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也
证明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已经让世界侧目。

当然，任何重大的比赛，夺金牌固然重要，但顽强拼搏的奥运精神，
更值得我们关注和鼓励。参与体育竞技可以磨炼意志、修炼德行，提升团
队合作意识，这对年轻一代尤为有意义。如今，不少夺冠热门都是“00
后”，年轻的奥运健儿夺金时刻的精彩瞬间在各个平台刷屏，也为同龄的
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榜样的力量，于普通人追逐梦想乃至实现我们的体育
强国梦，有着强大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为此，我衷心期望，中国体育健儿
能继续以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在接下来的冬奥会各项赛事中
为国家赢得更多荣誉，为年轻人树立更多榜样。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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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 2022 北京新闻中心主办的“双奥之城新气象——2022
中外媒体北京行”城市形象特色采访活动走进三里屯，向世界展现

“京味儿”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最新成果。
图为中外媒体记者在书香街区特色书店打卡，体验冬奥文化。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冬奥会的举办让北京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数以万计的志愿
者用灿烂的笑容、勤勉的行动，又一次向世界传播和展示最美的中国
形象。据悉，本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758个城市志愿服务站
点全部“开门迎客”，超过4万名城市志愿者上岗，他们在交通枢纽、
公共文化机构、景区景点等场所，开展了信息咨询、文明引导、冬奥
宣传等志愿服务。

图为北京交通大学的冬奥城市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服务冬奥会。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