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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建设进入“最后冲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共使
用39个场馆，包括竞赛场馆12个、训练
场馆3个、非竞赛场馆24个。”北京冬奥
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介绍说，截至
目前，三大赛区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
施已基本完工，非竞赛场馆大部分完工、
部分即将完工。“承担开闭幕式的国家体
育场‘鸟巢’的改造也将在今年10月份
完成。”

“我们将在今年完成国家体育场、国
家会议中心二期的部分收尾工作，年底前
还将完成所有临时设施的交付。”刘玉民
表示，“近期，东京奥运会正在进行，我
们也在密切关注东京对疫情的应对措施。
下一步，我们会借鉴东京经验、结合北京
的防控政策，‘一馆一策’地制定防疫方
案，会增加一些临时设施，比如隔离通
道、临时厕所、隔离板墙、临时隔离点

等，保障人员安全。”

首次使用二氧化碳制冰剂

“北京冬奥会将使用8座冰上场馆、
10块冰面，除首体花样滑冰训练馆因冰
面未改造而沿用原有制冷系统外，其他7
座场馆 9 块冰面，均使用环保型制冷
剂。”刘玉民介绍表示。

在8座冰上场馆中，国家速滑馆、首
都体育馆、首体短道速滑训练馆以及五棵
松冰球训练馆4个场馆，均选用了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接制冷系统。“这是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最环保、也是最节能的制冷技
术，这在冬奥会历史上尚属首次。”刘玉
民说。

不仅如此，北京冬奥会所有新建室内
场馆全部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其他
现有室内场馆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北京冬奥会还为雪上项目研究制订了
《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这是北京

2022一项重要的遗产，也是中国对国际奥
林匹克运动的贡献。

另外，所有冬奥场馆都实现100%绿电
供应，即电力均来自风力发电或光伏发电。
为此，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次
全部使用绿色清洁电力的奥运会。

传承山林理念
带动工业遗址复兴

记者观察到，冬奥场馆规划设计中融入
了很多中国元素：如首钢滑雪大跳台昵称

“雪飞天”；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昵称叫“雪游
龙”；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昵称“雪如意”等。

刘玉民对此表示，雪上场馆在选址和
赛道设计时，尽量贴合原有地形，比如雪
车雪橇中心，赛道设计方案共经历5个版
本，最终奥组委选择和山体最为贴合的版
本；比如“雪如意”跳台最大落差约142
米，北京冬奥会选址的山体落差正好140
米；云顶滑雪公园、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赛道均和原有山形地
貌基本贴合，这样不仅减少了对原有地形地
貌的改变，也减少了土方量，节省了工期和
资金。并且，雪上场馆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
多措施，尊重原有自然环境，尽最大限度减
少对环境的扰动。

随着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的入驻和滑雪
大跳台的建成，有着百年历史的首钢园区正
在实现复兴发展。如今，首钢园区已经从一
个废旧的工业园区，建设成为一个以工业遗
产保护和再利用为基础，体育、文化、商业
旅游相融合的充满活力的综合性园区，也成
了世界工业遗产保护与复兴的亮点，为奥林
匹克与城市发展相互融合树立典范。

赛后利用贯穿始终

“本届冬奥会最大限度地利用2008年奥
运遗产，14个奥运遗产包括‘水立方’等
10个场馆遗产和国家速滑馆等4个土地遗
产。冬残奥会后，大部分场馆只需进行简单
转换就能进入赛后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场
馆赛后运营的实效性。”刘玉民说。

冬奥场馆的赛后利用计划贯穿规划建设
始终。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于德泉透露，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的
场馆赛后都会对公众开放，将极大地改善公
众参与冰雪运动的条件，为3亿人上冰雪提
供硬件和技术支撑。赛后利用计划也贯穿场
馆建设始终。例如，国家游泳中心“水立
方”随着冬季来临，就变身为“冰立方”，
五棵松体育馆实现了6小时冰球、篮球场地
转换。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设计
了大众滑雪道，并将赛后的旅游观光、夏季
运动项目纳入规划设计中。缆车的设计方案
以及山顶出发区也充分考虑了赛后旅游观光
的需要。延庆赛区在赛后将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部分相对平缓的赛道开放，并建设多条大
众雪道。赛后，延庆冬奥村将成为接待酒
店，面向公众开放。

张家口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冬奥办
副主任刘海峰表示，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在山顶建设了顶峰俱乐部，赛后
也可用作会议和游览，结束区设计为标准足
球场。

2008年奥运遗产最大利用 场馆100%绿色能源

北京冬奥场馆大揭秘
本报记者 刘圆圆

2021 年 7 月 25 日，正在
福建省福州市召开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
会传来喜讯。“泉州：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
通过大会审议，正式获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作为生于
斯、长于斯的泉州人，我感到
无比骄傲和自豪。

泉州，位于福建海岸线的
中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开
始。这里的外向型经济非常发
达，被定为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先行区，是国内地方生产
总值 （GDP） 突破 1 万亿元的
地级市之一，经济总量连续
22年位居福建省前列。

在人文领域，泉州是联合
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归国上
岸的地点。如今，泉州申遗成
功，凸显“宋元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的文化内涵，必
将引领我的家乡在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进程中行稳致远。

泉州申遗成功，整个历史
遗产系统由 22 处代表性古迹
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彰显
了对外开放必将共促多元社群
和谐融合的淳朴道理，见证着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的历史进程。

古代至今，除了来自中原
的汉族移民，来自国内各省的
各族商人，乃至全球各国商
人，都能在泉州找到安居兴业
的基石。泉州之所以成为东方
第一大港和古代中国的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离不开机构保
障、多元社群、城市结构、生产基地、交通网络、整体
格局的六大关键要素。在此，我自豪地发出邀约，请朋
友们细品泉州申遗项目所展示的22处遗产。

著名的“市舶司”于北宋在泉州成立，现存遗址。
它体现了对外贸易管理功能，鼓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

泉州的九日山祈风石刻，是宋朝政府为海外贸易商
舶举行祈风仪式而设的摩崖石刻，体现了各方力量对海
洋贸易的支持和参与。

此外，位于山上、俯瞰泉州湾和深沪湾的万寿塔，
是古代泉州重要的航标塔。游子和外国客商自海上看到
此塔，便知抵达泉州。

北方移民入闽，也让中原文化在泉州交汇和共融。
在泉州城内，您可找到代表儒家学说的泉州府文庙，也
有代表道家学说的老君岩造像。泉州现存三座宋代古桥
——洛阳桥 （万安桥）、晋江安平桥 （五里桥）、顺济
桥，可谓当年的“高速公路节点工程”，人员物流在此
集聚，对外贸易延伸全球。

当然，船家信仰的妈祖，在泉州随处可见。宋元两
代泉州古城的南门，现存德济门遗址；供奉妈祖的天后
宫，就在德济门的北面。向海洋进军，古人需要“守护
神”，进入泉州真武庙，您可看到古代泉州人心目中的
海神“真武大帝”。

此外，泉州开元寺、清净寺、灵山圣墓、草庵等，
分别留存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的历史印
记，更是多元社群和谐融合的标志……

这些遗产，处处体现着泉州的海洋元素，具有鲜明
的海上贸易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特征。古老、生动、有
力，世所罕见，见证了“刺桐”这座古代东方大港的风
韵、奉献和地位。

古老的泉州，是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窗口和
“启明星”。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开放的窗口和“星
辰”，更遍布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为全球化和多元化
贡献着中国力量，促进了全球文明的和谐共处。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从古代泉州到
新时代的中国沿海地区，多元共荣的海洋商业传统，必
将高质量持续传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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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迎来“八一”南昌起义
94周年之际，7月31日晚，南昌市文
化馆群星剧场，歌声响彻云霄。台上，
演员高歌；台下，官兵齐和。看到这场
景，幕后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
员不由得落下泪来……13天的紧张筹
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以全新的形
式、生动的演出，展现了不一样的“八
一”魂、南昌情。

跨越时空的对话

“ 这 把 枪 给 你 ， 留 作 纪 念 ！”
“不，首长，我要等我们取得胜利之
时见到手枪和你在一起！”台上动情
的这一幕，演绎的正是战火之中的历
史回放。在声光电的烘托下，讲解员
徐徐道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珍贵的
馆藏与其背后的故事。

“这场以‘跨时空对话’为主题的
话剧是我们纪念馆的一种创新。围绕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更加生动地
讲述红色故事、传递‘八一’精神。”
本次演出的负责人、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讲解员周甜介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请100名志
愿者通过宣讲、表演、‘微党课’等形
式，已经进行了100场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将一件件馆藏背后的故事生动
地展现给参观者。”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馆长王小玲向记者介绍，“‘八一’

前夕这场活动正好是第101场，我们
以话剧的形式再次生动展现‘八一’
精神”。

王小玲说，在英雄之城南昌，红
色精神传承与延续是一个持久的话
题。“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带着孩子走
进纪念馆，通过讲解员的讲述与革命
文物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王小
玲说，随着红色旅游受众日益年轻
化，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还将推出更
加生动的展览。“明年是建军 95 周
年，我们打算以抗战时期的标语、印
章和钱币为线索，推出 《红色三部
曲》系列展览。”

军魂熔铸的城市

走在南昌街头，可以见到许多与
“八一”相关的建筑。八一大道、八一
广场、八一大桥、八一礼堂、八一公
园、八一体育场……南昌市区最重要的

街道、最有名的公园、最早的大桥，甚
至学校、工厂，多以“八一”冠名，

“八一”已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符
号。“八一”精神从 1927 年南昌起
义那一刻起，就被熔铸进这座城的
血脉。

南昌还有新四军军部旧址，在友竹
路7号。这里本是北洋军阀张勋的公
馆，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汉
口移驻这里。

步入陈列馆，一座军号雕塑吸引着
人们的目光。军号上的红飘带形如阿拉
伯数字“4”，上面镌刻着 《新四军军
歌》 的乐谱。雕塑背后的油画大气磅
礴，金色的阳光冲出山河之间，令人不
禁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

从大厅左侧进入展厅，一棵枝繁叶
茂的“不死树”很容易吸引到游客的注
意。讲解员介绍，这棵树见证了游击战
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树下火烧、杀
害革命群众和游击战士的史实，更象征
着革命精神不死。

“我们这里有古迹，有红色故事，
南昌的街道上，处处有让我们骄傲的地
方。”走出新四军旧址，一位本地市民
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家乡。

不远处，八一广场的军旗迎风飘
扬，这面旗帜，更飘扬在南昌人的
心中。

在“英雄城”重温“八一”精神
本报实习生 陈建璋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8月3日，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
知。通知指出，近期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
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全行业要严
防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途径传播扩散。

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A级旅游景区疫情防
控要求。指导A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
约、错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限。严格落
实门票预约制度，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进一步加强旅行社业务监管。指导旅行社和在
线旅游企业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及时了解和掌握旅
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疫情形势，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地
区旅游，不承接高中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高中风
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

进一步强化文化和旅游行业室内场所防控措
施。加强星级饭店、剧院等演出场所、博物馆、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A级旅游景区
的室内场所，以及娱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等空间
相对密闭场所的疫情防控。尽量减少在密闭场所举
办聚集性活动。

文旅部：

严控景区游客接待上限

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 8月到来，中山公园
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艺术节“赛程”过半，多
场精彩演出将继续上演。

中国广播艺术团是“打开艺术之门”的创始院
团之一，该团团长李春勇说，“培养青少年对民乐
的热爱和关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是
国家级院团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今年乐团准备了形
式多样、大胆创新的曲目，包括重奏、齐奏、合奏
多种形式，尤其以民族音乐与西洋乐的融合，弹拨
乐与打击乐的组合，以吸引年轻听众，发现民乐的
新维度。”

作为全国建制最全的院团之一，天津歌舞剧院
的四大支柱——交响乐团、民族乐团、歌剧团、芭
蕾舞团将于今年首次参加“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
术节，带来音乐会版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芭蕾
精品晚会、圆舞曲与世界经典名曲、中国民乐金曲
四台演出。

“打开艺术之门”作为暑期档的艺术节，不仅
有古典音乐、民乐、戏曲，还有爵士乐、芭蕾、现代舞、
儿童剧等丰富内容。如今，朗诵也成为“打开艺术之
门”中很受欢迎的艺术形式。8月27日，国家一级演
员宗平将与杜宁林、徐涛、李立宏等朗诵名家一起登
台，献上《聆响·行歌》音乐朗诵会。“我们也希望有
更多学生们参与进来，共同完成作品。”国家一级
演员宗平说。

“打开艺术之门”
八月精彩继续

日前，北京亮马河燕莎桥至朝阳公园段将正式
通航，市民可乘船饱览文化、国际化、绿色生态的
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近年来，朝阳区深入推进亮
马河滨河文化带项目建设，昔日的“龙须沟”变成
京城亮丽的国际风情水岸，实现了对亮马河“亮
化、美化、文化”的华丽转型，形成了潮生活“金
名片”，将进一步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和
北京文化中心建设，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京城夜航灯光秀

奥时间冬

冬奥场馆冬奥场馆““冰丝带冰丝带””迎来中国制冰迎来中国制冰““新生代新生代””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张晨霖 摄摄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
已不足190天，冬奥筹办
也进入全力冲刺的最后阶
段。近日，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
设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
本届冬奥会场馆建设最大
限度地利用 2008 年奥运
会场地遗产、在选址时尽
量贴合原有地形、融入更
多中国元素、首次全部使
用绿色能源……让大众最
为关心的冬奥场馆揭开神
秘面纱。

南昌八一广场南昌八一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