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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
间，主媒体中心是来自50个国家
和地区奥委会的近万名新闻记者、
持权转播商、主转播商的工作大本
营。本报注册记者在这里奋战近1
个月，感受温馨、周到的服务之
余，总在思忖，承受着如此繁重任
务的场馆背后，到底有多少位默默
无闻的工作人员？

4月8日，在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其中一位

“幕后英雄”的名字终于被大家知
晓——主媒体中心赛时运行团队后
勤副主任李晓霖，作为148名“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
人”之一，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
表彰。

一看到李晓霖的任务表，记者
有些惊到了：在赛时运行团队中，
这位年轻的“80后”领导者，肩
负着基础设施、临建、电力、餐
饮、清废、物流、形象景观以及引
导标识等8个业务领域的工作。

而在深入采访后，记者发现他
的工作强度远非如此，他与主媒体
中心的“战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
2018 年 11 月。从选址到工程建
设，再到赛时运行，两年半的时
间，他是全过程、全身心地参与。

“作为赛前主媒体中心工程建

设的总负责人，我带着建设团队，
全年无休地干，见证了这里从一片
空地，到一张张图纸，再到一座崭
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李晓霖至今
仍记得当时不舍昼夜的忙碌场景，
各类专业问题扑面而来，需要他和
工作团队反复研究。

他透露了一个小插曲：今年冬
奥场馆颜值担当之一——主媒体中
心独特的“群鸟飞舞”外墙造型，
曾经因为工期紧张而险些被临时幕
墙代替。“最后，我们综合考虑了
场馆形象、临时幕墙拆卸再造的资
金成本，想尽各种办法，终于让外
立面用正式幕墙亮相。当看到很多
外国媒体为其点赞、拍照，甚至将
建筑物作为拍摄的取景点进行新闻
播发时，心里是说不出的成就
感。”李晓霖说。

在搭建过程中，更有无数与冬
奥相关的独特难题等待解决：比
如，持权转播商在场馆建设同期要
搭建设备，如何保障中方工作人员
和外方工作人员既能同时在场馆工
作，又能不交叉、不见面，确保疫
情防控有序进行？比如，他带领的
后勤团队有上千人，大家来自四面
八方，如何保证在闭环管理下能安
心、安全工作？

“主媒体中心刚落成时，一个

巨大的挑战接踵而至。”李晓霖说，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作为主媒体中
心，其实不是竣工工程，而是在建工
程，是节俭办奥的典范。我们需要用
这个在建工程把赛后功能和冬奥赛时功
能结合起来。由于它的设施设备刚刚完
工，面临的第一场检验就是冬奥会，所
以我们保障团队的压力非常大。”

就是在这种重重压力之下，北京
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实现了运行“零故
障”和服务“零投诉”。“这和充分的前
期预演方案和无数次的桌面推演、实景
演练是分不开的。”李晓霖说。

从1月4日开始，主媒体中心进入
闭环管理，一直到3月17日北京冬残
奥会服务结束，他们整整在闭环内工作
了80天，神经时刻紧绷着。

每天拿着对讲机巡馆是李晓霖的
工作日常，日均 1万步～1.5 万步，
更是他的工作标配。“赛时运行期
间，我们成立了后勤领域的调度中
心。如果在场馆中遇到困难，可以先
打调度中心的客服电话，客服会将诉
求反馈到各个岗位，体系建立起来
了，处理问题的效率非常高。如果出
现多领域协同作战或难点问题时，我
会亲自调度解决。”李晓霖说，最多
时，他手上有4个对讲机，要在不同
频段及时提出解决方案。路走得多，
话说得多，以至于在接受采访时，电
话那边他的嗓音，还会有些许沙哑。

如今，已顺利完成任务的李晓霖
已无缝衔接到了赛后工作模式。“我
们的物流团队还在配合转播商做设备
移出的工作，我们也已开始后续的工
程建设。”李晓霖说，生活还在继
续，但这段宝贵的体验，在他的生命
历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奥运会见证了我职业生涯的发
展，也是我个人进步的重要平台。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时，我曾参
与媒体村的建设，当时刚工作，只是
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到了2022年，
我既是建设者，也是负责人，这14
年的飞跃和参与，以及‘突出贡献个
人’的荣誉，都是对我最大的激励和
鼓舞。但我想，这个荣誉不应该属于
我个人，它属于所有为此付出努力的
冬奥人。”李晓霖说。

“闲不住”的李晓霖：

主媒体中心的“幕后英雄”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光荣”“自豪”可能是大多数
在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
获奖者的感受，而对于中国残疾人
艺术团的演员们，感触更深的词
语，是“温暖”。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
式演出上，残疾人演员们为观众呈
现了精彩绝伦、感人至深的演出，
无论是手语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还
是盲人火炬手在全场观众的鼓励声
中点燃冬残奥主火炬，都是让人至
今难忘的画面。

据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工作人
员介绍，本届冬残奥会组建了艺术
团121人的演出团队，协调各方选
送了329名残疾人演员,在近3个
月的封闭训练中，大家放弃春节假
期和休息、克服伤病，除圆满完成
开闭幕式7个环节的排练演出任务
外，还完成了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
发布、冬残奥会倒计时一周年、延
庆赛区颁奖仪式、张家口赛区啦啦
队等重大任务。

“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残疾人，让我们
感到无比温暖，他还特别提到了我
们冬残奥开幕式听障演员的圆舞曲
和手语版国歌，可以感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
我们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国残疾
人艺术团舞蹈演员魏菁阳说。

在北京2022冬残奥会开幕式
上，由90名残健演员联手演绎的
《冬残奥圆舞曲》 让“中国式浪
漫”一词火爆全网，演员们身着雪
白的服装，跟随圆舞曲的音乐，在
鸟巢幻化成一朵朵闪亮的雪花，最
后呈现出冬残奥会圣火的雪花的图

案。
说到 《冬残奥圆舞

曲》的排练过程，魏菁阳
感叹：“这支舞真的是让
我们又爱又恨。”30多斤
的玻璃凳子凹凸不平，常
磕得大家身上青一块紫一

块；有时轮子从演员
脚上轧过去，那种
钻心的痛让她们记
忆犹新；甚至撞击
之后崩出来的玻璃

碎片，随时都会扎进演
员们的肉里……魏菁阳
说，大家都“疼怕了”，
但谁也没有退缩过，短暂
修整过后，擦上药、抹掉
眼泪，继续排练。

成为舞蹈演员不易，
成为一名听障舞蹈演员更
是要体会常人无法想象的
艰辛，“我们听不到音
乐，都是在老师的耐心带
领下，在音乐的节奏中一
点点去合拍、去完美。”
魏菁阳说。一支舞由听障

演员和健全演员共同完成，让“残
健融合”成为本届冬残奥会演出的
亮点，更是排练的难点，观众们看
到的是演员们合着音乐起舞，而排
练中是没有音乐的，普通演员要完
全适应听障演员们“静音”排练的
形式。“但是这个过程更促进了彼
此之间的深入和理解，不同群体之
间真正实现了开放和包容，大家共
同参与其中，一起向未来。”

从2007年进入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聋人舞蹈队学习、演出至今，
27岁的魏菁阳已是一位有过2008
年残奥会开闭幕式、2018年韩国
平昌冬残奥会闭幕式、2022年北
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3次残奥会演
出经历的“老演员”了。如今，受
到“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表
彰，她更是感恩自己进入了一个充
满爱和温暖的“大家庭”。当年那
个12岁就离开家乡进入集体生活
的小姑娘，也曾在一个个漫漫长夜
中无数次思念着父母亲人。“老师
和工作人员在生活上、训练上、学
习上对我关怀备至，年纪大的演员
教我学习手语，我也开始慢慢和其
他聋人、盲人演员相互交流、互相
帮助。”魏菁阳说。

魏菁阳回顾自己人生最关键的
成长期，都在老师和同伴们的关心
照顾中，现在，她希望自己可以将
冬奥和冬残奥精神融入今后的文艺
工作之中，影响艺术团新一代的小
演员们，引导她们通过亲身经历和
榜样学习来将这些精神延续下去，
鞭策自己，并发扬光大。

采访的最后，魏菁阳向记者讲
述了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冬残奥会
闭幕式参加舞蹈《爱的感召》演出
中，虽然魏菁阳的位置不起眼，但
却让她收获了满满的温暖。

站队形时，魏菁阳身边的演员
是健全人，就这样，在彩排、对光、
候场时，她们就自然而然地聊起来
了，那个女孩也向她学了很多手语。

“这事儿本来不足为奇，但让
我惊讶是，我无意间打的手语、
给她讲的手语特点，还有在她面
前演示的26个字母，她看一遍就
全会了。”后来，那个女孩和其他
听障演员们用手语“聊天”后，
还满心欢喜地告诉魏菁阳，大家
都夸她学得很快，魏菁阳也说她
比自己当年学得快多了。然后，
她随口问女孩：“你为什么想学手
语呢？”

这个问题魏菁阳曾多次问跟她
们学手语的健全人，也自然而然地
认为那个女孩会和大家一样，给她

“有意思、感兴趣”之类的答案。
而她的回答完全出乎魏菁阳意

料：“因为学手语，可以帮助其他
人。”女孩打着手语答道。

“我想，这就是 《爱的感召》
的真谛吧……”魏菁阳感动地说。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爱的感召下 一起向未来
本报记者 李冰洁

4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
彰大会上，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气象中心（以下简称“冬奥气
象中心”）以出色的气象保障服务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获评“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

首次在我国中纬度山区复杂地
形下实施冬季多维度气象综合观
测、首次实现复杂山地“百米级、
分钟级”精细化气象预报、首次实
现冬奥专用气象信息报告的全自动
化、首次部署“云+端”核心业务
系统，毫秒级数据响应支撑三地多
赛区应用……

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副院长
陈明轩说，北京冬奥会是近20年
内唯一一次在大陆性冬季风主导的
气候条件下举办的冬奥会，这种天
气预报难度大，需要丰富的预报经
验和高科技技术手段加持。

“冬奥会不同竞赛项目、不同
比赛场地对气象条件的要求各不相
同。天气条件直接影响到运动员发
挥，甚至影响到比赛安全。”陈明
轩举例说，比如高山滑雪，运动员
速度最高可达140公里每小时，赛
程也就几分钟，对赛道附近风速风
向的变化非常敏感，对赛道附近的
能见度要求是必须大于2公里；再
如跳台滑雪要求在风力小于等于4
米每秒的前提下举行，对地面以上

一定高度的风速风向也有极高要求，
风速风向直接影响到运动员的空中姿
态控制甚至人身安全。

“北京冬奥组委对气象保障服务
的要求是‘一场一策’‘一项一策’，
要做到冬奥气象保障的全链条、全覆
盖，气象不但要保障竞赛、参赛，还
要支撑与冬奥相关的外围保障等。”
冬奥开闭幕式预报服务保障团队队长
翟亮说，这就要求预报员各司其职，
首席预报员分析判断天气，其他预报
员参与会商讨论，发布相关预报预
警。“冬奥气象中心就是在这样分工
明确、紧张有序的协同工作下，交出
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气象答卷。”

“冬奥期间让我最难忘的就是4次
开闭幕式的气象保障，每次都遇到不
确定的天气因素，如大风、沙尘、降
水，但每次都把握得很好。”翟亮回忆
起3月13日冬残奥闭幕式活动时说，
当天云量很重，低云翻滚，随时都可
能下雨，这种临界的天气最具有挑战
性。“但我们经过反复分析各种数据后
判定闭幕式期间阴，23时前后开始鸟
巢下雨，最终预报实况高度吻合，服
务保障成功。”

“承办高山滑雪项目比赛的延庆
赛区地形复杂，做好复杂山地气象预
报，是冬奥气象中心预报服务团队面
临的一大难题。”延庆赛区高山滑雪场
馆预报员荆浩说，2月6日，延庆赛区
迎来冬奥会期间的第一个比赛日，高

山滑雪男子滑降项目正式开赛。“开赛
第一天，预报服务团队就面临一道考
题——判断现场风速是否适宜比赛进
行。我们预测当天中午到下午赛道上
的风速较大，第二天风速会明显减
小。”荆浩说，最终仲裁委员基于精细
化天气信息，决定将6日比赛调整到7
日举行。实况如预报一样，7日赛道风
速十分适宜比赛，比赛效果非常好。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类似的胜仗不止一场——准确预报1
月 30日蒙古国沙尘对赛区无影响；
提前10天研判出2月 13日强降雪、
降温、低能见度天气，为赛事组织和
调整赢得充分的准备时间；精准预报
2月8日和15日中午前后的偏东风，
为谷爱凌、苏翊鸣获得金牌，首钢滑
雪大跳台成为“双金”场馆提供准确
的气象保障。

精彩的气象答卷正成为首都气象
人“一起向未来”的新起点。

“获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
出贡献集体奖，是对我们气象工作的
认可，这份荣誉令人振奋。”翟亮
说，从申办到筹备，再到两个月的实
战，首都气象人倾尽全力，通过冬奥
保障，也收获了很多。从气象科技手
段到预报技术方法，从重大活动保障
能力到人才建设和培养，这一切的成
果都在冬奥气象保障下取得的，也必
将在后冬奥时代带给首都气象工作更
大的发展，更好地服务北京。

冬奥气象中心：

交出“双奥之城”的完美答卷
本报记者 刘圆圆

3 月 13日，北京冬残奥会闭
幕时，一身志愿“天霁蓝”的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志愿
者、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志愿者主
管、燕山大学2020级工业工程与
管理硕士研究生冯益为的胸前，还
是一个背了70多天的、分量不轻
的黑色相机包。

时隔20多天的4月8日，站在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
会领奖台上，荣获“突出贡献个
人”称号的他，依然一身熟悉的志
愿蓝，而胸前的标识，已经成功地
变成了一朵鲜亮的大红花。

“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位置
是一楼前一区1排1号，感觉特别
幸运和激动。”冯益为笑着说，这
份荣誉来得像彩蛋般惊喜。

“最开始工作时，不知道有这
样的会，也不会功利地奔着这个奖
去。就算提前知道有奖项，也不会
觉得它能花落在自己身上。在服务
国家盛事的参与中，我只是希望多
展现一个年轻人的力量，尽量把所
有工作周期填满，把成果做得丰厚
一点。”冯益为说。

在赛时服务期间，冯益为负责
的领域有些特殊，是为志愿者服务
的志愿者。“我的工作是为志愿者
服务和记录，拍摄重要工作和生活
场景，提供给各类媒体记者。”冯
益为说，他的部门同事曾这样形容
这份差事：总是帮别人写推文、拍
照片、解决问题，自己则很少有照
片，被报道的新闻更是寥寥无几。
换个更形象的说法，他们是“躲”
在镜头背后的人。

但于冯益为而言，他不仅乐在
其中，而且自己天然的业余爱好优
势，还让他在这份工作中如鱼得水。

“我从小喜欢、接触传媒行
业，日常会做编导、做晚会导演，
在B站还是一个拥有上万粉丝的
up主。”冯益为腼腆一笑，为了胜
任工作，他自掏腰包“武装设
备”，专门为冬奥选购了一款相
机，先决条件是一定要抗冻！

“张家口赛区白天的气温能达
到－10℃，到了夜间，在高海拔

的赛场，更是能达到零下二十七八
度，体感会更加寒冷。”但即使在
这种条件下，冯益为也很少戴手套
进行拍摄。

“我试过戴手套保暖，但拍摄
很不方便，干脆就光着手拍摄。就
坚持嘛，习惯了就还好。”冯益为
笑笑说，“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总
结表彰大会上提到，同志们深情地
表示：为了冬奥圆满成功，困难再
多也嚼嚼咽了，一切付出与奉献都
值得。我真是这么想的。”

许是冯益为的乐观开朗感染了
众人，在志愿者伙伴眼里，他是亲
切的“大哥哥”。而在冯益为口
中，这些小伙伴都被称为“孩子
们”。其实，1998年出生的他，和
大家都是同龄人。

“孩子们有问题喜欢和我讨
论，有困难会和我说，跟他们的关
系亲近，工作也很容易开展。”在
日常交流中，冯益为就敏锐地捕捉
到了“孩子们”的情绪变化：志愿
者们在海拔高、气温冷的地方工
作，闭环管理后，生活安排相对单
调，平时去哪儿都要进行消杀，心
情还是会受些影响。

“我们其实也一样，但自己肯定
不能先崩溃，有时间还不如去帮大
家解决问题。”为此，他和团队一起
开发了“冬两志愿E家”线上交流
平台，这个微信小程序包含了知识

普及、外语学习、留言发帖等板块，
和线下志愿者之家相结合，为志愿者
们互动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平
台，也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

赛事结束后，冯益为整理拍摄素
材才恍然发现，不知不觉间，视频加
上照片已有5000多个文件。最令他
兴奋的是，自己的影像还被闭幕式致
敬短片选中了！

闭幕式上雪花的寓意令人触动，
他们身上这抹神圣的志愿蓝何尝不像
一朵雪花呢？“即使年龄不同、职业
不同、分属领域不同，但我们同属一
个团队、是同一种身份。不管我们来
自哪里，都是带着家人和社会的期
盼，怀着共同的目标——把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这件国家盛事办好！”
冯益为说，作为一个6岁便开始滑雪
的张家口人，他也直观地感受到了人
们对冰雪运动的参与和重视。“我服
务的是冬季两项，最开始朋友们都好
奇是哪两项？等到赛事举办时，我看
到志愿者和很多亲朋好友都看得津津
有味。大家开始了解，并对此有热
情，这是非常好的开始！”

如今，从北京回到家中的冯益
为，把奖章、荣誉证书放在醒目的位
置，每每看到，心中都会回味起这段
美好的记忆。“感谢燕大，感谢冬季
两项，感谢冬奥会，让我飞到人民大
会堂，我永远忘不了站在巨大的国徽
之下的震撼！”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冯益为：

这抹神圣的志愿蓝
本报记者 徐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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