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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城市副中心完成冬残奥会景
观布置工作，在通胡大街、运河东大街、
通济路等重点区域的冬奥会景观被更
换为冬残奥会景观，涉及会徽、吉祥物、
道旗等内容。

在通胡大街，道路两侧的灯杆上
已经安装好了印有北京 2022冬残奥
会会徽和吉祥物雪容融图案的宣传
道旗，远远望去，红色的灯笼与蓝色
道旗交相辉映，为初春增添了一抹亮
色。区城市管理委景观布置负责人
介绍，在此次转换工作中，道路道旗
的转换量最大，将通胡大街、运河东
大街、通济路冬奥会标识道旗更换为

冬残奥会标识道旗，转换道旗 245
组，同时对其他景观布置进行管护维
养，保持景观布置规范、整洁、美观。

“冬奥会赛时红白相间的景观道
旗全部更换成蓝色景观道旗。”该负
责人介绍，这次转换针对北京的气候
特点，按照市里要求优化了道旗的制
作工艺和安装方式。不仅对面料进
行了加厚，还采用“4+2”的固定形
式，即上下四个横杆，中间两个固定
点。优化后的道旗抗风性和牢固性
将大大增强。为确保景观设施管养
到位、安全运行，区城市管理委还加
大了对城市景观布置的运维力度，全

天候巡查管护，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记者了解到，此前城市副中心“高

速发展”冬奥主题立体花坛和“冰雪同
庆”冬奥主题景观小品入选冬奥城市
景观打卡活动暨第三届“市民群众最
喜爱的春节及元宵节景观布置”评选
活动前20名。该项评选活动由北京冬
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与北京日报社
联合推出，“高速发展”立体花坛以奥
运五环的色彩为蓝本，蜿蜒流畅赛道
造型搭配冬季彩枝，“冰雪同庆”景观
小品冰雪元素背景结合冰墩墩、雪容
融的欢庆造型，深受市民朋友的喜爱。

城市副中心完成冬残奥会景观布置
本报记者 冯维静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无障碍、便捷
智慧生活服务体系构建技术与示范”
日前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北京建院）进行成果展示。项目负
责人北京建院副总建筑师焦舰介绍，
冬残奥会期间，相关成果会在北京冬
残奥村、冬残奥场馆、北京奥运保障机
场三大场景中开展应用或示范，有效
提升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的人性化、
科技化服务品质，并推动我国无障碍、
便捷生活服务体系，促进基础性科研
成果向应用性科研的转化。

“围绕居住服务生活需求，北京建院
开发了冬奥村无障碍便捷智能管理平台
及智能终端设备。”北京建院数字工作部
部长梁楠介绍，该平台在冬奥会期间服
务对象700人，使用人数200余人次，监测
人流 50余万次，目前已完成冬残奥会转
换，预计服务对象 500人。梁楠举例说，

通过该平台居住者可通过手机APP或面
板实现客房灯具、空调、窗帘等智能控
制，还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餐厅用餐
情况，错峰就餐，节省等候时间。平台上
还有残奥村内无障碍路线导航，残疾人
运动员可查看无障碍设施使用情况并预
约。同时，公共空间还有人流数据可视
化大屏，既提高运动员生活舒适度，也能
满足疫情防控需求，缓解人员聚集。

据介绍，该成果是 2019 年科技部相
关无障碍示范项目的子课题之一。在
成果展示现场，多款智能终端设备格外
吸睛。

形似追踪器的共享设施定位终端可
以安装在轮椅、电动车上，该设备与平台
联动，确保轮椅共享借用、归还、统一调
度。“一卡通”移动呼叫终端则用于门禁、
用餐、健身等场景，服务端可以根据呼叫
报警确定人员信息实时定位，调度服务

人员前往。针对视障人士的智能眼镜，
不仅可以检测识别指示牌、标志等特定
目标，还能语音播报——手机软件实时
处理智能眼镜捕捉的画面，播报行走方
向和距离。

此外，利用数字化建模和 3D打印技
术开发的无障碍服装也将亮相冬残奥
会。该设计更加贴合人体坐姿曲线，让
使用者坐在轮椅上就能轻松穿脱，目前6
款无障碍服装共645套已经领用。

在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期间，一群
特殊的“志愿者”——导盲犬将参与其
中。这些精心训练的导盲犬可以适用于
复杂、严寒环境条件，给盲人运动员提供
便利。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导盲犬首次
佩戴了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防伪追
溯码，人们可以通过追溯码清晰地了解
导盲犬的各项信息，为视障人士提供更
好的服务。

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

用最绚烂的色彩描绘“生命的绽放”
本报记者 高倩

昨天，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国
家体育场“鸟巢”上演。斑斓绚烂的色彩铺展
在天地间，极致诠释着核心主题：生命的绽放。

“你会看见所有能想象到的颜色，它的背
后是残疾人的内心世界。”开幕式导演沈晨
说，“浪漫、温情、灿烂，是冬残奥会开幕式的
美学思想。”

2 月 21 日，冬奥会闭幕式刚
刚在前一天落幕，当天下午，冬残
奥会开幕式演职人员转场进入鸟
巢。此前，大家在顺义的一个模
拟基地进行排练。

“前期的排练时间很紧张。”
沈晨回忆，考虑到疫情防控等
现实因素，约在 1 月下旬，演员
才开始陆续抵达，2 月 8 日前后
全员到齐。模拟基地还有一个
问题，就是场地并不足够标准，

“它起码比鸟巢的场地小了二
分之一，没有那么宽敞的空间，
也没有超大的地面屏幕。”为了
尽可能减少后期的修改，主创
团 队 的 前 期 预 案 必 须 力 求 准
确，“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
通过仿真技术和预判来模拟排
练，导演有时候要自己上去完
成 位 置 的 变 化 。 冬 天 天 气 寒
冷，我们都希望残疾人演员不
要太辛苦，也不希望进入鸟巢
后再把方案从头调整，所以那
段时间主创团队压力很大。”

2 月 23 日 ，第 一 次 联 排上
演，此后几乎每个夜晚，大家都
在进行联排。“基本上，我们每
天都会工作到凌晨 4 点，早上 9
点起来继续，几个核心主创都
是连轴转。”沈晨说，“所有的残
疾人演职人员都在和我们一起
全力付出，希望能顺利把这次
开幕式呈现出来。”

2008年，沈晨担任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下半场的总负责导演，那个时
候，“我们想向世界打开一扇窗，展现
我们 5000 年辉煌灿烂的文明。”2020
年大年初三，沈晨接到参与冬残奥会
开幕式的邀请，“大家当时铆足了心
气，还在想能不能再创造一个像2008
年那样精彩绝伦的夜晚。”

但随着创意的不断推进，很多想
法随之改变。“世界人民已经了解了
中国，了解了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
有些话不再需要说了，那么今天的我
们该向世界讲述什么？我们想用当
代人的视角来描绘当代的中国、当代
的北京。”沈晨说。具体到冬残奥会，

“我们能不能更加倾向于残疾人本
身、倾向于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真
正走入残疾人的生活后，你会发现，
他们的能量绝不亚于甚至能超越健
全人，只是平时我们没有给予更多的
关注。我们想通过这次冬残奥会的
开闭幕式，让世界上更多人关注残疾
人，也展现中国人的人文情怀。”

在冬残奥会开幕式的约 1000 名
演员中，残疾人的比例占到了 30%左
右。更早的时候，沈晨像很多人一样
担心，和残疾人打交道，是不是应该
注意哪些话不能说？他们会不会比
较敏感？“其实不然。我们越是平和
地对待他们，越能形成一种良好的关
系。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内
心的那份情怀。大家添砖加瓦，都在
为了一个目的而努力。”沈晨也想把
这次亲身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大家
在和他们交流时，有些疑虑完全可以
释怀。”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比起“残
疾人演员”这个称呼，沈晨更愿意叫
上一声“残疾人朋友”。“朋友”们带
来了太多令他动容的故事：比如 70
多岁的夏伯渝老人，他是中国依靠
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第一人。进入
鸟巢第二天，因为时间紧张，排练持
续到了凌晨 4 点半。沈晨刚对工作
人员说，请夏伯渝到旁边休息一会
儿，但听到“准备”的指令时，老人家

和小朋友们迅速到位；再比如演奏
会歌的 47 名小乐手，他们都是盲孩
子，从重庆远道而来，很多人第一次
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音乐奏响
时，沈晨潸然泪下。

“孩子们只能通过触摸来熟悉乐
器。健全人可以通过乐谱来记谱和了
解作品，但他们需要先把音乐背下来，
再学着演奏。40 多人的乐队合在一
起，没有指挥，靠的是心里的节奏。”沈
晨知道，孩子们只是中国8000多万残
疾人的缩影，“每一个残疾人要完成一
项工作，背后付出的努力都比我们了
解的还要多得多。”

主创团队想展现残疾人生活中
原本的样子。对于国旗和国歌，每个
人都深怀热爱，也有属于自己的表达
方式。听障人士也许无法听见或歌
唱国歌的旋律，但他们可以用双手来
舞动。开幕式上，当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时，邰丽华带领约 40名手舞舞者，

“唱”出了心底的国歌；设计服装时，
起初，“从艺术工作者的角度，我们不

希望去暴露残疾人残缺的部位，我们
觉得这是在讨观众的眼泪，或者说是
在‘卖惨’。”于是，主创团队选择用比
较唯美的方式把演员们装扮起来，但
几天前的一次联排结束后，中国残联
主席张海迪打来了一通很长的电话。

“海迪主席对我说，一定要把夏
伯渝老人的义肢展示出来，他的义肢
不仅代表着残疾人的那份坚毅和自
强不息的精神，也是我们国家的自主
产品，为什么不干脆表露一下呢？”沈
晨被说服了，“如果全部掩盖掉，就缺
失了残疾人的特点。转播时，我们会
用中近景去展现很多细节，电视前的
观众也许会有更加细致的感受。”会
徽展示环节，导演组放弃了定做的服
装，让几组故事的主人公都穿上了自
己的衣服，要求不多，有春天的质感
就行，47名盲孩子小乐手中，也有部
分人没有戴盲镜。在艺术和真实之
间，主创团队斟酌着微妙且温暖的平
衡，“我们不想让他们觉得心里不舒
服，也不要让观众不舒服。”

时间紧张是最大困难

从冬奥会开幕式至今的一个
月里，“中国式浪漫”总让人津津
乐道。冬残奥会开幕式上，中国
元素依然贯穿始终。

“无论是舞美空间、视觉空间
还是表演空间，我们始终在强调

‘同心圆’的概念，它来自古老的
中国文化，有‘团结、友谊、平等’
的美好寓意，也吻合残健共融的
理念。”沈晨解读，开幕式上，同心
圆几乎无处不在：倒计时中，巨大
的圆形天窗和地球构成了同心
圆；会徽展示中，演员们站成同心
圆；《冬残奥圆舞曲》中，视力障碍
的孩子们泼洒的颜色变成现场的
同心圆；圣火点燃后，所有演员欢
呼着奔涌入场，又形成了 5 圈的
同心圆……

“我们想传达一种中国式的
浪漫人文，一种带有情感的哲
思。我们寻找到同心圆，让大
家不断聚焦、不断感受那份团
结 、友 谊 和 打 破 壁 垒 后 的 共
融。”沈晨说。

中国人的浪漫还在别处。3
月 4 日，正逢农历二月二“龙抬
头”。运动员入场式中，《梅花三
弄》《渔舟唱晚》《彩云追月》等 10
首中国传统古典音乐作品被作曲
家们巧妙改编，既带着“十全十
美”的祝愿，也以国际化的交响乐
语汇广迎来客，开放、自信、包
容。如果观众们的观察力再敏锐
些，会发现每个引导员身上都带
着一个毛线编织的雪容融，它并
非工业化的流水线产品，而是残
疾人自己一针一针织就的，“虽然
它很小，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更
多的温暖带给大家。”

鸟巢上空笑脸映现

紫色雪花在冬残奥开幕式完美绽放
本报记者 路艳霞 昨晚，北京冬残奥会开幕，中国

残奥运动员入场时佩戴的口罩非常
亮眼。记者从口罩研发团队获悉，这
款口罩名叫“万家灯火”，象征着残奥
运动员们就像一盏盏灯火，用自强不
息的精神照亮着这个夜空。

“万家灯火”中国残奥运动员定
制口罩的设计、制造、生产均来自海
淀企业北京纳通科技集团。纳通口
罩外观设计师李基莲说，中国残奥运
动员定制口罩根据中国残奥委员会
的指导精神，主要围绕“万家灯火”的
主题，充分体现了祥和温暖、团结友
爱、拼搏向上的运动理念。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
央。”李基莲说，口罩采用暖色柔和的
光调晕染，结合不同形状的灯火，给人
一种祥和、安泰的感觉，优美的弧线象
征运动员走过的星河赛道。口罩上的
圆形大小采用了黄金分割比例进行设
计和构图，弧线造型优美舒适。

“我们想体现每一位运动员都发
光发热绽放着自己的光彩，是万家灯
火中的一员，运动员们自强不息的精
神也点亮了万家灯火。”李基莲说。

除了外形设计别具匠心外，中

国残奥运动员定制口罩设计上也
考虑得非常全面。

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北京冬残奥
会开幕式，口罩是个“必需品”，安全
是个“金标准”。作为设计师的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
病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鹿建春介绍：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中国运动员
佩戴的是由中国设计、中国制造，有
中国专利的医用防护N95口罩。采
用的是可变平面——腔式结构，与平

面式、单向折叠式或弧形、杯状口罩相
比，这种结构在佩戴后可在口罩内部
和面部之间形成一个隆起的呼吸空
间，有效过滤空气，不再局限于传统口
罩的鼻尖和上嘴唇的有限区域。”

鹿建春说：“口罩密封得越严，它
有效的过滤效率就越高，气流速度就
越低，这款口罩不贴嘴唇，不憋气，不
变形，可达到更好的防护效果，实现
实时完整的面部覆盖，滤除效率达到
95%以上。”

中国残奥运动员口罩取名“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孙颖

智能眼镜捕捉画面语音播报 无障碍服装能坐着穿脱

无障碍科技成果助力冬残奥会
本报记者 关一文

“中国式浪漫”
依 然 在 延 续

讲述残疾人自己的故事

昨晚昨晚，，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这是焰火表演这是焰火表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夏一方夏一方 摄摄

昨晚，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在鸟巢
盛大开幕，延续了冬奥会简约的风格，以

“自强不息、突破自我、残健融合”为主题，
展现了残疾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

开幕式焰火燃放有两个波段，每个波
段40秒。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在璀璨焰
火中拉开帷幕，伴随着“2022年北京冬季
残奥会正式开幕”的声音，主席台正前方
出现两朵特效焰火组成的紫色雪花，与火
炬台造型遥相呼应，随后漫天的紫色焰火
在鸟巢上空飞舞，闪耀着万缕光辉的紫色
瀑布从天空中涌泄而来，就像是残疾人运
动员们奔流不息的生命力奋勇勃发。随
后，缀满紫色的花朵奔走欢呼、竞相绽
放。一簇一簇的紫色小星星在天空中闪
动飞舞，紧紧环绕着花朵的身边，就如同
残疾人群紧紧团结在冬残奥的盛会之上。

焰火燃放的第二波段出现在圣火点
燃后。抬头望去，圣火正在熊熊燃起，代
表着人类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心智、身体
和精神的绿、红、蓝冬残奥标志在主席台
正前方喷薄而出。随后，天空中出现一个
巨大的笑脸，紫色的花束在鸟巢上空急速
跑动，随后在天空中炸开花朵。据介绍，
紫色是冬残奥会的主题色，象征着残疾群
体不再被边缘化，当紫色焰火占据了整个
北京的夜空时，包容与团结的精神进一步
凸显。

最后，当特效焰火花束在鸟巢顶部闪
动绽放，绚丽的紫色变幻成活跃的红色，
独具匠心的烟花营造出温馨的现场氛围，
运动员们面对赛场的斗志和激情在这变
幻的色彩中被世界见证。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后，湖景东路和鸟

巢顶部，东信烟花燃放团队依旧每天都在
这里忙碌，为冬残奥会开幕式烟花燃放做
精密的准备工作。东信烟花有限公司董
事长钟自奇告诉记者，鸟巢顶部焰火燃放
效果的覆盖宽度大约为300米，每一个点
位每一发花束都必须保证在基本上的水
平面上，而在天气变幻的冬日里，卡具安
装后难免会遭遇强阵风和降雪等突发情
况，为保证焰火燃放时的万无一失，烟花
燃放团队每天都会对焰火发射装置进行
检查和稳固。

据钟自奇介绍，湖景东路上人员往
来，但礼花弹阵地却是壁垒森严，用安全
围挡将发射点位层层包围，准入人员的穿
戴也都有严格规定。“炮筒上还要用防水
防火膜覆盖，以防积雪融化成水滴落，影
响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