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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2022北京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首次
正式对外亮相，为获奖运动员举行隆重的颁
奖仪式，向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升国旗、奏
国歌。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
团体接力比赛中取得中国代表团首枚金牌，
在此正式颁发。

颁奖广场展现运动员荣耀时刻

2 月 5 日晚的比赛结束后，不少观众发
现，获奖运动员只得到了一个冰墩墩的奥运
纪念品，并没有如夏奥会那样在赛场进行颁
奖仪式。其实，这恰恰是冬奥会区别于夏奥
会的重要文化特征。夏奥会比赛结束后，会
立即在竞赛场馆为获奖运动员举行颁奖仪
式。冬奥会比赛结束后，通常会在赛场内先
举行颁发纪念品的仪式，然后来到冬奥会专
门设立的颁奖广场，为获奖运动员举行隆重
的颁奖仪式，向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升国
旗、奏国歌。

此次冬奥会期间，北京共设立了三个颁奖
广场，其中，北京颁奖广场以“美美与共”命名，
承载着喜迎八方客同过春节，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和合共生的美好寓意。张家口颁奖广场以

“激情逐梦”命名，其设计理念结合滑雪的优美
姿态与雪山造型，在亦动亦静中展现雪的安
静、纯洁与运动员的灵动、活跃。延庆冬残奥
颁奖广场以“生命之树”命名，以冰雪中的参天
大树为主要场景，运用雪花造型进行点缀，充
分体现冬残奥会运动员雪中“生长”的顽强生
命力，赞美生命顽强、奋力拼搏、生生不息的体
育运动精神。

冬奥会赛时，北京颁奖广场运行 14天，将
举办 32场赛事颁奖仪式；张家口颁奖广场运
行 14 天，举行 49 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冬残奥
会赛时，张家口颁奖广场运行 7 天，将举行 44
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延庆冬残奥会颁奖广场
运行 7 天，举行 27 个项目的颁奖仪式。作为
颁奖仪式中的核心展示平台，北京和张家口
两地颁奖广场将展现运动员冬奥赛场的荣耀

时刻，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OBS)将对颁奖
仪式进行全球直播。

舞台主打“雪屋”元素

昨晚举行颁奖仪式的颁奖广场，位于北京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
游泳中心（冰立方）之间，总体占地面积 18000
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约12000平方米，为全临
建室外非竞赛场馆。

场馆媒体副主任魏晓梅介绍，北京颁奖
广场临时设施由北投集团总承包建设，9 月 8
日开工，历时 3个多月建成。北京颁奖广场除
庆典仪式外，还集合了转播服务、媒体运行、赛
事服务等 30余个专业领域。北京颁奖广场主
舞台的设计理念是“美美与共”，是以“雪屋”视
觉元素的延伸设计，与“鸟巢”和“冰立方”交相
辉映，融合为一，体现冬奥欢聚、融懿和美。舞
台总体高度16米，总长41米，台口宽度23米。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恰逢中国春节，团圆

聚首是春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特征，“雪屋”的
视觉元素，既有冰雪特色，又有家的温度，象征
着北京以冬奥会为契机，邀八方来客共度团圆
中国年的满满诚意，体现了全球人类大家庭美
美与共、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景。

北京颁奖广场舞台由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官方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服务赞助
商北京北奥集团负责创意、设计、制作。北奥
集团副总经理杨木子介绍，从舞台创意策划
到主题定位，从第一张舞台手绘图纸到如今

“雪屋”落成，北奥集团集合各方专业力量精
心策划、周密实施，最终形成了冬奥颁奖舞台
整体造型与周边环境有机融合、交相辉映、融
懿和美的完美景观。

现场表演展现中国文化魅力

除进行颁奖仪式外，每一场仪式前，北京颁
奖广场还有系列现场表演，通过文艺表演、灯光
秀、颁奖广场主题曲《致敬勇士》传唱等形式，烘

托颁奖仪式氛围，向各国获奖运动员致敬，向世
界传播冬奥文化、展示中国文化。

北京广播电视台导演秦峥团队承担了北京
颁奖广场现场表演的落地任务，秦峥刚刚执导
了今年的北京台春晚。秦峥说，颁奖广场的现
场表演遵循今年北京冬奥会“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目标，颁奖仪式前的表演节目每天
有三个，其中颁奖广场主题曲《致敬勇士》将重
点播放。“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场的表演团队人
数并不多，北京和张家口两地的团队其实都只
有十几个演员。因为颁奖仪式最重要的是运
动员的高光时刻，所以颁奖前的表演主要都是
气氛的烘托。”

秦峥透露，因为整个颁奖广场的仪式部分
面向全球直播，因此在策划表演节目部分，团队
主要考虑的是结合地方区域文化特色，展现中
国文化魅力，“像张家口广场的表演就有河北当
地的《回娘家》歌曲展现。同时还注重中西方元
素的融合，像影子太极就把太极拳和街舞表演
进行了结合和混搭。”

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昨晚亮相

“雪屋”中烘托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李夏至

本报讯（记者 孙杰）昨天，在2022北京
新闻中心举行的“双奥之城·看典”直播活
动中，来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重
量级嘉宾走进直播间，带领观众“云”游
国家速滑馆和大兴国际机场两座新地
标，向观众讲述北京地标的故事，讲述北
京这座城市的“进化史”。

冬奥会开幕，让北京再次吸引全世界
的目光。作为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
场馆，有着“冰丝带”之称的国家速滑馆自
开建之日起就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冰丝带”是一座颜值高、科技含量极高
的运动场馆。国家速滑馆设计团队负责
人、北京建院副总建筑师郑方表示，“冰
丝带”的设计来自冰和速度结合的概念，
之所以有如此“高颜值”，既离不开透明
度极高的玻璃材质，也离不开由北京建
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团队自主设计、研发
的全新结构系统——单索支撑曲面幕墙
的异面网壳结构。

冰丝带建筑外围有 22圈“丝带”，成为
整座建筑的点睛之笔。郑方说，在最初的
设计草图里，只做了 8条“丝带”，但电脑模
拟效果不理想。后来不断修改设计，一度
加到50多条，那时候丝带细得像纱一样，又
走到另一个极端。一时间，不知作何取
舍。后来设计团队想到，冬奥会在 2022年
举办，不如试试 22条丝带效果如何。没想
到，22条的“丝带”数量在速度感表现、工程
建造难度和远近视觉上，都达到了最佳效
果。“这也预示着，2022年注定是一个‘刚刚
好’的年份。”郑方说。

2019 年 9 月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
式投运，很快成为全国网友们争相追捧的

“打卡地”。在“双奥之城·看典”活动中，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设计团队负责人、北京建
院副总建筑师王亦知表示，虽然网上有很
多大兴国际机场“世界之最”的说法，但很
多都不够严谨，真正称得上“最”的，是机场
以旅客为中心进行设计的原则。

“从很大程度上看，以前机场多少都是
以飞机为中心设计。大兴国际机场以旅客
为中心，第一次设计成放射形状。”王亦知
表示，这样一来所有停飞机的港湾都是异
型的，设计人员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包括
运用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来优化
设计，以保证飞机运行的效率。

一座城市，总有一批具有时代象征意
义的建筑来引领城市的发展。北京建院总
建筑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胡越向观
众介绍了四次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和“双
奥之城”体育地标的建筑成果和特色。

北京城市地标建筑，应具备哪些特
点？胡越认为，一座建筑要成为北京的城
市地标，不仅要充分体现首都核心功能，体
现国家重大战略，同时还要成为引领世界
建筑发展的里程碑。

“双奥之城·看典”是 2022北京新闻中
心的一项重要的互动展示活动。活动自 2
月1日起至2月20日，以“一天一主题、一图
一故事”图片加访谈形式，邀请有关嘉宾、
从业人员，分别从百姓视角讲述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生动故事，展示最新
最美最好的北京城市形象。

巴赫“现身”全息舱回答本报提问

红墙灰瓦点亮，大红灯笼高挂。大年初
六，走进2022北京新闻中心三层的“双奥之城·
科技探梦”云聚展区，浓浓的年味儿迎面扑来，
前沿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为新闻中心增
添了独特的魅力。

让忙碌的媒体记者惊喜的是，一场独特的
云上新春见面会就在这里举行。“祝所有的中
国朋友新春快乐!”当巴赫主席出现在云聚全
息舱时，现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巴赫向
2022 北京新闻中心的记者和中国人民致以
节日问候。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给巴赫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用“无与伦比”来形容中国呈现的精彩。
巴赫认为，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
景，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这一非凡成就将永
远改变世界各地冰雪运动的格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将开启全球冰雪运动新篇章。

巴赫的赞叹不止于此。他发现，数字技术
早已深刻地改变着奥运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
将加速这一趋势，数字化水平前所未有，这让
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奥运中来。巴赫对中国和
北京在全球疫情艰难时刻，为举办冬奥会与接
待全球运动员所做的贡献和付出表示感谢。

此次见面会前，2022北京新闻中心发出了
“惊喜盲盒”通告，剧透了将有“重量级神秘嘉
宾莅临”，并在短时间内征集到百余个冬奥热
点问题，北京日报记者的提问有幸被选中。

在回答“如何看待新闻媒体在冬奥会举办
中发挥的作用”时，巴赫指出，“没有媒体，奥运
会的魔力就不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媒体用不
断创新的技术，对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进行更
好地传播。”他还用“无可挑剔”来形容 2022北
京新闻中心，“感谢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为全球
媒体记者所做的安排, 让全球观众可以感受到
北京冬奥的精彩。

“新闻+科技”联通赛场内外

见面会上，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任徐和建
代表工作人员及 1770名 2022北京新闻中心注
册记者向巴赫主席表达了“将竭诚为世界奉献

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让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传播更广、更
远”的共同心愿。

徐和建表示，北京冬奥会胜利拉开帷幕，
北京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从成功申
办冬奥至今近七年时间里，奥林匹克精神在中
华大地广泛弘扬，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球
冰雪运动发展进入全新空间，新闻媒体为铸就
这份梦想与辉煌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2022 北京新闻中心服务于北京冬奥会非
注册记者，共有 432家、1770名中外记者，和北
京2022冬奥会主新闻中心成为“双子星”，相映
成辉。

继科技感十足的开幕式后，“新闻+科技”
的理念，让北京冬奥会新闻报道继续释放“元
宇宙”力量。“山川阻隔不了距离，科技联通赛
场内外。”徐和建介绍，阿里提供的跨区域云全
息技术，让 2022 北京新闻中心 1770 名记者与
巴赫主席亲密接触，“这是科技的力量、奥运的
力量，更是中国的力量。”

跨区域云全息技术服务采访交流

“疫情期间，阿里云技术让我们以这种非
同寻常的新方式面对面交流成为可能。数字

技术，改变我们体验奥运会的方式。”云聚全息
舱内，巴赫主席的影像栩栩如生、发丝清晰可
见，如同亲临现场一般。

身处北京闭环内的巴赫与远在上海的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聚在一
起。两人分别展开一副春联，其中，巴赫手执
的上联写着“四海健儿新春聚”，张勇的下联写
着“冰雪飞扬映祥云”。巴赫还向张勇赠送了
北京2022冬奥会火炬“飞扬”。

让这神奇一幕实现的是国际奥组委合作
伙伴——阿里巴巴集团的跨区域云全息Aliba⁃
ba Cloud Me（阿里云聚）技术，两人身处相隔
1200公里的两地却能并肩拜年，“发丝级”高清
全息影像令在场记者赞叹。据介绍，全息舱依
托 视 频 云 RTC（音 视 频 通 信 ，Real- Time
Communication）和 全 球 实 时 传 输 网 络
（GRTN）技术，结合业界先进的 4K 高清视觉
屏幕，实现远程全息互动体验。

此次云聚新春见面会，无论是重量级嘉宾
登场、还是前沿科技服务采访，都让媒体记者
们眼前一亮。这也是 2022北京新闻中心联合
多方策划的系列活动之一。“冬奥会期间，2022
北京新闻中心将提供新鲜且有深度的新闻信
息服务、周到且有温度的媒体公共服务和丰富
且有厚度的文化交流活动。”徐和建说。

巴赫向2022北京新闻中心记者“云拜年”
赞叹数字化奥运前所未有

本报记者 孙宏阳

百姓视角“云”游国家速滑馆、大兴国际机场

新地标讲述北京城市“进化史”

“我们即将见证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伟大成功, 也将为冬奥会举办设立一个新的标准并鼓励更多人参与冰雪运
动, 感谢北京市政府的付出！感谢2022北京新闻中心记者们的付出！”2月6日下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现身”2022
北京新闻中心云聚展区，向媒体记者“云拜年”，赞叹数字化奥运前所未有。云聚全息舱内，影像栩栩如生、发丝清晰
可见，巴赫如同亲临现场一般回答了本报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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