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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京津冀地区已成为全国冰雪旅游发展重点区域

本报记者 张群琛

本报讯（记者 任珊）平缓的轮椅坡
道、宽敞的无障碍卫生间，显眼的引导
标识……北京即将进入冬残奥会转换
期，记者昨日探访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
馆国家体育场（以下简称“鸟巢”）获悉，
鸟巢为各客户群打造了能用、管用、好
用的无障碍运行流线，已经能满足冬残
奥会无障碍运行需要。

“鸟巢是2008年夏奥会重要遗产场
馆，这次又承担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4
场开闭幕式，涉及客户群流线多、运行
环节复杂。”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无
障碍协调处处长兼国家体育场无障碍
经理彭四田介绍，这些客户群涉及五大
类，包括运动员、观众、媒体、大家庭和
演职人员。

比如运动员流线，开闭幕式当天，
冬残奥运动员从无障碍车下来就会享
受到有温度的服务。工作人员准备了
25个临时坡道，会提前放在落客区，从
三个冬残奥村抵达后，运动员们顺利下
车，并经引导标识进入鸟巢附场，简单
休息后再进入场内。另外，客户群途经
的 4个主要出入口，在转换期内都会铺
设无障碍坡道，坡道比例为 1：14 至 1：
20，完全满足运行需求。

在观众流线上，记者注意到，无障
碍摆渡车上落客点，一处全新灰色塑胶
坡道架设在减速带上。虽然这是一条
上坡路，即便轮椅人士也可轻松往上。
开闭幕式当天，无障碍检票口也会对外
开放，保证这条流线的顺畅。

完成安检进来，一处清晰的引导标
识也会将观众直接指引到无障碍座席
或无障碍卫生间。此次，为了全面提升
场馆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鸟巢对场馆
内部101个无障碍卫生间及8个厕位进
行了全面改造和升级。

改造处处体现人文关怀。卫生间
里的墙壁做了圆角处理不易磕碰；洗
手台四周增加了扶手；马桶周边的 L
型扶手改造成了长方形，方便轮椅人

士起坐；低位紧急呼叫按钮也是新增
的；还有高低两个挂钩，满足不同残
疾人群需求。此外，儿童马桶垫圈、
儿童垫脚凳、可调节高度的多功能置
物台等也是改造中添置的，既安全又
十分人性化。

除了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普通
卫生间里也划设了无障碍厕位。“我
们把两个厕位改成一个，留出了 1.5米
的轮椅回转空间，低位按钮、扶手也一
应俱全。”彭四田介绍。就连小小的开

关门按钮体现了无障碍的细心设计
——考虑到手指关节不便观众需要，
工作人员把通常使用的旋转式开关改
成了拨动式。

在观众座席，144个无障碍座席显
眼可见，前方均设置了 10 厘米高的挡
台确保安全，并且按 1:1 设置陪同坐
席。另外，考虑到冬季观赛的特殊性，
场馆内还新增了挡风墙，为观赛人员遮
风挡寒。

2月 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后，冬残

奥会的转换期工作即将开始。“无障碍
重在细节优化，虽然一些设备设施已经
就位，但我们会在转换期间内深化场馆
内外的无障碍流线，对现有的坡道进
行整改优化，更新无障碍引导标识，加
强应急预案完善。”彭四田直言，北京
夏奥会为城市留下了宝贵的奥运遗
产，极大促进了城市无障碍环境水平
的提升，这次也一样，希望场馆内外的
无障碍良好环境为主办城市留下可持
续的宝贵遗产。

即将进入冬残奥会转换期

国家体育场五大无障碍流线准备就绪

志愿者和看台上的“冰墩墩”旋
转、跳跃，他们的步调整齐划一，赢得
观众的阵阵掌声……近日，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看台上，一段志愿者与“冰墩
墩”斗舞的视频火遍网络。视频中跳
舞的志愿者是北京化工大学大三学生
徐天然。她说，因为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气温较低，为了带动观众热身，自己
才与“冰墩墩”斗舞。“很多人都觉得很
治愈，看到这段舞可以给大家传递积
极的力量，我也倍感欣慰。”

今年 21岁的徐天然是通州姑娘。
她热衷于志愿服务，志愿时长已累积
500 余小时，也是学校的“十佳志愿
者”。目前她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进行
赛事服务领域的运行支持，负责推送新
闻、摄影摄像、视频制作、编辑志愿者刊
物等工作。她说：“因为我热爱且擅长
摄影，所以很荣幸地加入到了宣传组。

徐天然所学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辅修网络与新媒体，这些都与
她的冬奥志愿服务岗位有一定关联。
作为宣传组中的一员，工作离不开电
脑和相机，她将所学的计算机与新媒
体技术应用到了志愿服务中。她说：

“大部分志愿者为观众和运动员服务，
而我是为所有的志愿者服务，用相机

记录下他们的工作场面，并挖掘他们
的事迹进行宣传。”

为了捕捉到志愿者们忙碌的镜
头，她背着相机在场馆内外爬上爬下；
为了让稿件更加鲜活，她也经常在工
作区写文稿、排版，晚上回到驻地还要
剪视频。宣传工作从早忙到晚，徐天
然的热情却始终不减。

徐天然喜欢记录生活，擅长拍摄
短片，因此她把平日的创作热情都用
在了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工作中。
她说：“前几天我拍摄、剪辑的志愿者贴
春联、观看开幕式的博客视频登上了多
个媒体平台，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用镜
头记录并展现志愿者的风采。”

徐天然在小学时就与奥运结缘。
7岁那年在一次演出中为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伴舞。也是在
2008 年，徐天然的母亲成为了一名残
奥会志愿者。她说：“2008年北京残奥
会时妈妈曾为奥地利残奥场地自行车
运动员志愿服务当过翻译。这次我从
她手中接过接力棒，带着妈妈的嘱托，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冬奥会的赛
事服务中。而且北京冬奥会的火炬也
来到了大运河畔，作为通州人更应该
出份力。”

志愿时长500余小时 每天记录志愿者的工作

和“冰墩墩”斗舞的志愿者来自通州
本报记者 张群琛

“这是看冬奥比赛最暖心的功能
之！”“我们终于可以‘听’王濛等名嘴的
解说了！”记者2月17日获悉，中国聋协
发出感谢信点赞冬奥赛场上的“暖心”
科技。在不少无障碍小组交流群中，群
友们更是纷纷为“智能字幕”技术点赞。

冬奥赛场上体育健儿热血拼搏，那
些扣人心弦的激动时刻，那些转瞬即逝
的精彩瞬间，由赛事直播的现场解说为
观众清晰传递。个性十足的解说员，精
彩有趣的解说内容，也成了赛场外一道
独特的风景。然而，在一些特殊的观众
群体中，这些对普通观众习以为常的内
容，却尤显珍贵。

北京冬奥处处体现科技魅力，“云
上冬奥”、“最快的冰”、“零重力”智能床

等体验让全世界惊艳。同时，智能字
幕、智能语音服务、手语播报数字人等

“有温度”的智慧观赛技术，突破了体育
赛事直播解说时没有字幕等难题，解决
听力障碍等特殊观众群体的观赛难题。

据了解，全球有超4亿人听力受损，
被“听不清、听不真”等问题所困扰。如
何打破“无声的世界”，让体育的激情传
递给更多的人？2022 年北京冬奥会官
方转播商中国移动，在咪咕视频赛事直
播中上线智能字幕功能——“为了听不
到的你”。该应用是集语音识别、智能
翻译、字幕生成等功能于一身的智能字
幕，在赛事直播中可同步呈现字幕，让
解说“听得见”更“看得清”。

日前，中国聋协在社交平台上公开

发出一封特别的感谢信，“我们非常感
谢咪咕视频首次在冬奥会直播中创新
加入智能字幕功能，让听力有障碍的朋
友们也可以无障碍观看冬奥体育赛事
直播，通过实时字幕‘聆听’精彩解说，
沉浸投入到冰雪赛场的每一个动人心
魄的瞬间。”

“这是看冬奥比赛最暖心的功能之
一”，“我们期待可以‘听’王濛等名嘴的
解说！”在不少无障碍小组交流群中，群
友们纷纷为智能字幕点赞。

据了解，智能字幕不仅为听障人士
打造了“信息无障碍”的桥梁，对于听力
正常人士同样适用。观众常因各种原
因，将比赛直播调至“静音”，或在嘈杂环
境中因听不清而错过精彩时刻，抑或是

因不了解赛事专业术语而“一头雾水”。
智能字幕依托语音识别技术，结合

神经网络算法，应用体育垂直场景的实
时纠错自然语义能力，可达到 98%准确
率，实时传达专业解说。

而且，该功能也可服务全世界的线
上观众。本届冬奥会期间，智能字幕提
供中、英双语字幕服务，覆盖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数
百个比赛场次，可为世界各地的云上观
众提供全程暖心陪伴。

此前，智能字幕极少出现在大型国
际赛事的超高清直播中。智能字幕技
术等“科技冬奥”成果，在打破语言沟通
壁垒的同时，也力争做到“科技不让每
一个人掉队”。

首次应用冬奥会！这项应用被称为“最暖心的观赛功能”
本报记者 赵鹏

昨天，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办北京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专场发布会。记者了解到，从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
2021年 10月，全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为 3.46亿，冰雪运动参与率超过 24%，“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已经实现。
此外北京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运动，参与人次达到了3100多万。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介绍，北京在
全国率先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北京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加 快 冰 雪 运 动 发 展 的 意 见
（2016-2022年）》这样一个主规划，同时配套发
布了七项配套规划。七项配套规划涉及冰雪
运动健身、竞技运动发展、青少年冰雪运动发
展、冰雪产业、冰雪赛事、冰雪场地设施和冰雪
运动人才发展。

同时做好“快乐冰雪季”主题活动。北京
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
活动，累计开展各级各类群众性冰雪活动 2万
余场，3100多万人次参与。去年12月18日，第
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活动如期开始。

此外，冰雪运动的新闻宣传和媒体传播
工作也成效显著。杨海滨说，以冰雪运动为
主题的节目收视率高达 1560 余万人次，冬奥
纪实频道覆盖了 5.4 亿电视观众。“比如说微
博的‘快乐冰雪季’话题关注总量累计超过
17.9亿人次。”

北京市体育局非常重视各种冰雪赛事活
动的举办。目前体育局举办各类冰雪赛事活
动 3681次，642万余人次参与，区级包括街道、
乡镇、社区举办的冰雪活动1.6万次，1874万余
人次参与。

涂晓东指出，青少年是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宏伟目标的重点人群。近年来，体育系统加
大力度，作出了一系列积极尝试和探索，在青少年中
推广普及冰雪运动。

首先聚焦体系建设。体育总局会同教育部印发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
教育计划》《关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
园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战略，让更多青少年能够参与冰雪运动。其次聚焦
活动示范。组织开展百城千校“爱冰雪、迎冬奥”全
国青少年主题推广活动，制定冰雪项目技能等级标
准，制作《中国冰雪大扩列》动漫宣传片，开展“冰雪
知识微课堂”“滑向 2022线上接力赛”、《冬奥知识小
百科》等科普作品，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冰
雪运动知识，宣传冰雪项目文化。

第三是深化体教融合，实施冰雪校园计划。体
育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冰雪运动传统特色学校相关
标准,在全国遴选冰雪运动特色校 2062所，将冰雪运
动知识教育纳入学校体育课教学内容，开展全国学校
冰雪运动竞赛，提高冰雪运动在校园中的普及程度。

最后是丰富赛事活动。举办以冰雪运动为主题
的冬令营、世界雪日等活动,组织开展全国青少年冰
雪项目U系列赛事、中国青少年滑雪大奖赛等，推动
和引导各地开展以冰雪运动为主题的夏（冬）令营、
冰上亲子、冰上龙舟、雪地足球等活动。

连续七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
累 计 参 与 人 次 3100 多 万

京津冀地区已成为全国
冰雪旅游发展重点区域

全国共有冰雪运动特色校2062所

本报讯（记者 孙奇茹）在北京冬
奥会期间，不少工作人员即使身处料
峭寒风与冰雪之中，仍能感受到融融
暖意，这背后有“新材料之王”石墨烯
的功劳。2 月 17 日，记者在北京市委
宣传部联合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组
织的“科技冬奥企业行”大型主题采访
活动中获悉，石墨烯柔性热管理材料
技术在本届冬奥会期间成功应用，利
用该技术制作的石墨烯加热围巾、石
墨烯加热马甲、石墨烯加热手套和袜
子等帮助冬奥赛场工作人员在极寒环
境中感受温暖。

与夏季奥运会不同，冬奥会运动
场馆的温度最低甚至可达零下30摄氏
度，常规的保暖装置已难以胜任，对工
作人员的保暖和设备正常运转提出巨
大挑战。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支持下，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孵化企
业爱家科技承担了科技冬奥“低温环境
石墨烯智能发热产品及热力保障应用”
重点课题专项研发工作。

昨天，在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
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一块摸起来质感
有点接近纯棉制品的布料。中国航发
石墨烯材料冬奥专项项目负责人、北京
创新爱尚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利军介绍，这是技术团队研发的第二
代石墨烯纺织物柔性发热材料，这块能
够“发热”的材料，是用石墨烯和碳纳
米管分散液辅助工艺加工而成。

穿上石墨烯加热马甲，口袋里装
一块卡片大小、连接着马甲的轻便充
电宝，按下胸前的袖珍按钮开关，不一
会，浑身就感到了一股暖流。“在马甲
的颈部、腰部位置都使用了石墨烯材
料。只需要通电，石墨烯材料就能迅
速将电能高效转化成热能，在这些血

管交织点促进血液微循环，从而加速
人体升温。”陈利军在演示石墨烯加热
马甲时说道。

据了解，石墨烯是目前已知最薄、
强度最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好的一种
新型纳米材料，其发现者荣获 2010年
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石墨烯是从石墨
中剥离后得到，人们也称其为“黑金”，
比喻其比黄金还珍贵。爱家科技自主
研发的新型石墨烯热管理材料，让石
墨烯纺织物柔性发热材料拥有出色热
传导性能的同时，还兼具普通布料所
具备的耐水洗、柔软、轻薄舒适和耐用
等优势，能够反复水洗、揉搓和剪裁而
不影响功效。

为了保障冬奥会户外工作人员的
对讲机、手机、摄像机、照相机等很多
工作设备在寒冷户外也能正常工作，
它们也穿上了石墨烯“外套”。应用了
石墨烯柔性发热织物材料的云转播背
包，可以瞬间产生50℃的温升，并配备
低温电池，保证在冬奥赛场零下 20℃
乃至更低温环境下云转播设备的正常
运转和有效续航。

除了冬奥服装之外，受到全民喜
爱的冰墩墩也获得了新材料技术的赋
能。2020年11月11日，石墨烯冰墩墩
暖手宝获冬奥组委批准上市，有一块

“石墨烯内芯”的冰墩墩暖手宝，具备
45℃、55℃两档温度调节功能，让冬奥
特许商品也充满科技感。

陈利军介绍，团队研制的石墨烯
柔性织物低温环境智能发热技术除了
在冬奥筹办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未
来还将在汽车热管理系统、低温环境
特种加热服装服饰、医疗健康装备等
领域提供更专业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产
品，让全民共享科技冬奥成果。

快速升温超耐寒！

“黑金”石墨烯为冬奥赛场留住温暖

石墨烯加热马甲石墨烯加热马甲、、围巾围巾、、手套等手套等。。

通州姑娘徐天然通州姑娘徐天然在冬奥会赛场工作在冬奥会赛场工作。。

国家体育场前国家体育场前，，全新灰色塑胶坡道架设在一处减速带上全新灰色塑胶坡道架设在一处减速带上，，即便坐着轮椅也可轻松前行即便坐着轮椅也可轻松前行。。

国家体育场无障碍卫生间改造后更为安全国家体育场无障碍卫生间改造后更为安全
舒适舒适。。记者记者 武亦彬武亦彬//摄摄国家体育场内的观众无障碍坐席设置了轮椅挡台国家体育场内的观众无障碍坐席设置了轮椅挡台，，确保安全确保安全。。

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涂晓东介绍，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中国冰雪相关产业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中冰雪旅游产业已
形成了全国分布。京津冀地区和东北地区
成为全国冰雪旅游发展重点区域；新疆、内
蒙古、湖北、贵州、山西等地把民族风情、自
然风光与冰雪旅游相融合，成为全国冰雪旅
游典型代表；广州、上海、昆明、杭州等南方城
市打造冰雪商业综合体、室外戏雪休闲乐园
多样化产品，成为全国冰雪旅游业新亮点。

涂晓东表示，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相关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从
2016- 2017 冰 雪 季 的 1.7 亿 人 次 增 加 到
2020- 2021 冰 雪 季 的 2.54 亿 人 次 ，预 计
2021-2022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将
达到3.05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达
到 3233亿元。

“中国将冰雪经济与乡村振兴有效结
合，如新疆阿勒泰地区以冰雪旅游重点景
区为依托，打造阿勒泰市冰雪扶贫综合体，
2 个贫困县 2020 年 3 月摘帽，107 个贫困村
退出。河北崇礼借助冬奥契机，大力发展
冰雪旅游产业，2019 年 5 月彻底脱贫摘帽，
冰雪装备产业实现创新发展。”涂晓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