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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北京冬残奥会迎来首个比赛
日，上午在主新闻中心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
杨金奎表示，所有场馆准备工作均已就
绪，5个竞赛场馆无障碍设施符合运行
要求。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中国
方案正在编写中，将总结展示北京冬奥
场馆无障碍建设成果。

杨金奎介绍，北京冬残奥会共使用
28个场馆，包括5个竞赛场馆和23个非
竞赛场馆，分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 3

个赛区。5个竞赛场馆延用冬奥会已有
场馆，冬残奥村延用三个赛区的冬奥
村，相关竞赛场馆团队、非竞赛场馆运
行团队也将继续服务于冬残奥会，保
持同等的场馆运行水平和服务标准。
目前，各个竞赛场地已经国际残奥委
会单项体育联合会认证，全面具备办
赛条件，竞赛器材按照国际顶级赛事
标准配备，场馆无障碍设施也符合运
行要求。

赛会服务保障方面，冬残奥村按照

北京无障碍指南标准建设无障碍设施，
为残奥运动员及随地官员提供优质服
务；18 家签约饭店新改造无障碍房间
109 间。医疗方面确定了 41 家定点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针对残疾人的特殊医
疗救助服务培训，并在相关场馆提供
轮椅、假肢维修服务和导盲犬兽医服
务。交通方面，投入 1898 辆车辆服务
冬残奥会，其中包括 280 辆无障碍车
辆。志愿服务方面，共有 9000 余名志
愿者服务于冬残奥会，其中有12名是残

疾人志愿者。
以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举办为契

机，还将促进主办城市无障碍环境提
升。杨金奎透露，“我们正在组织编写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
中国方案，将总结展示冬奥场馆无障碍
建设成果，并作为冬奥遗产，为推动国
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示范参考。同
时组织编写冬奥会竞赛组织知识手册，
为冬残奥举办和发展冬残奥体育运动
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中国方案正在编写
将总结展示北京冬奥场馆无障碍建设成果

本报记者 任珊

本报讯（记者 任珊）3月 4日晚举行的北京
冬残奥会开幕式上，4 只可爱的雪容融闪亮登
场，圈了一大波粉。雪容融会和冰墩墩一样成
为“顶流”吗？昨日，在主新闻中心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
东表示，“雪容融和冰墩墩一样可爱，同样精彩，
都会至少销售到6月底”。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的设计理念来
自大红灯笼，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代表的是

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同时也引入了冰雪元素。体现
拟人化的设计、凸显吉祥物可爱的同时，更将欢乐喜庆节
日的气氛和瑞雪兆丰年的美好意义深度结合。它的顶部
是一个如意的造型，如意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具有
特点。“雪容融看起来和冰墩墩一样可爱。”

“雪容融已经在一些特许经营店销售现货，并且会持
续销售。和冰墩墩一样，它的销售至少持续到6月底。我
们真诚地感谢广大消费者对冰墩墩和雪容融的关注和喜
爱。”赵卫东说。

本报讯（记者 任珊）昨日，在国家残奥委会
和冬奥组委联合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首场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国际残奥委会发言人克莱格·斯
宾塞盛赞开幕式，直言“点燃火炬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刻”。

“冬残奥会开幕式，只有一个词形容，太精
彩了！现场观众热情地欢呼，尤其中国队入场，
是我特别难忘的时刻。我们也看到了焰火表
演，并且通过焰火呈现了残奥会的标志，令人惊
叹。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克莱格·斯宾
塞分享道，开幕式当中加入了不同类型的残疾
人演员，主火炬点燃仪式也为开幕式增添巨大
亮点，盲人火炬手用手摸索在没人帮助情况下
完成了点燃火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
激动的时刻。

开幕式导演沈晨介绍，主创团队于 2020年
年初组建，方案经过2年左右无数次修改，落定
后才进入到实施和制作，在冬奥会闭幕式结束
后所有创作和制作团队转战国家体育场，进入
最后的合成和彩排。所有人员同心协力、共克
难关，才呈现出一场顺利和圆满的开幕式，展现
了残健融合、突破自我的概念，表达每一个残疾
人内心中最美的颜色。

谈及开幕式中最精彩的一幕——盲人点燃
火炬，沈晨直言，“我们创意初期就设想大胆地
用盲人完成这次点火。虽然知道风险大，但进
入场地训练后还是有一定把握性。”他说，这个
过程真正地表现了创意里面要表达的，残疾人
突破自我和阻碍到达彼岸的感觉。全场在那一
刻为之窒息，大家一起为他欢呼，最后点亮的一
瞬间就是开幕式名称《生命的绽放》。“所有人真
的激动了、紧张了，也为这一棒运动员骄傲，因
为他完成了一个壮举。”

“冬残奥会开幕式，只有一个词形容，太精彩了！”

国际残奥委会盛赞开幕式

昨日，国家残奥委会和冬奥组委联
合举行北京冬残奥会首场例行新闻发
布会。记者获悉，针对冬残奥会的一些
特点，尤其赛事特点和运行规律，残疾
运动员等人员的一些肢体和躯体相关
功能障碍、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会采
取一些特别的温馨措施。

雪上场馆增加造雪应对气温回升

从昨日起，北京冬残奥会迎来 9个
比赛日，中外运动员将参与6个大项78
个小项的角逐。气温回暖，北京冬残奥

会比赛会受影响吗？北京冬奥组委新闻
发言人赵卫东回应，冬残奥会期间气温
比常年同期温度偏高，而且降水偏多，加
上春季大风天气比较多，延庆和张家口
赛区的雪上场馆面临着高温、融雪、大风
等天气影响，可能会对赛事产生一定影
响，“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赵卫东介绍。

首先是场馆会在阳坡和易受高温
影响的区域增加造雪。其次，通过储存
雪量，及时对雪道开展塑雪工作。比赛
期间，还将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防止高温

天气使赛道表面软化。此外，冬奥组委
已经与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
体育联合会都建立了赛事的议程变更
工作机制，赛时将根据天气情况做好
竞赛日程的变更和应急的处置，确保
赛事顺利。

唇语交流人员可摘下口罩“说话”

在疫情防控上，冬残奥会和冬奥会
一样，执行第二版《防疫手册》要求。但
针对残奥会赛事特点、运行规律，以及残
疾人员肢体、躯体等功能障碍，行动不便

等实际情况，此次还要采取特别的措施。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

主任黄春举例，比如针对极少数残疾人
士，由于脊髓功能障碍导致体温功能异
常，提供相关通道，通过提供医学证明
等材料，经过专业人员判断可以允许他
不受影响地参加比赛。再如因为身体
原因不能佩戴口罩，允许他佩戴防护面
屏。另外一些人员可能使用唇语交流，
可以暂时摘下口罩，交流完再戴上。视
障人士也可以携带导盲犬来引导其做
相关工作或服务。

北京冬残奥会这些防疫举措真温馨
本报记者 任珊

“要忍住‘回头看一眼’的诱惑挺难的”

志愿者背对舞台“听”盛会
本报讯（实习记者 何蕊）3 月 4

日晚，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盛大开
幕。有一群志愿者虽身处现场，却
不能观看盛会。他们背对舞台，用

“听”的方式成为开幕式上一道美丽
的景色。

“请走这边，小心台阶。”冬残奥
会志愿者、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刘知桓
是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赛事服务业
务领域的看台主管，负责引导观众入
场入座、维持看台秩序等工作。同
时，他在自己对场馆进行充分踏勘的
基础上，还要对志愿者开展培训。

因为准备充分，很多志愿者说刘
知桓是“鸟巢活地图”。“在这片区域
中，每条流线我都走过，每个座位号
的位置我也都了解。”刘知桓的自信
始于足下，他笑着说，“经过了冬奥会
开闭幕式的锻炼，场馆的地图已经刻
在我脑子里了，说出座位号，我就能
想到最佳线路。”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对于看台
志愿者们而言，充满挑战。“如何为残

疾观众提供贴心的服务”“怎么帮助
他们更好地欣赏表演”……志愿者们
将一个个问题列出来，逐一攻克。“我
们提前为坐轮椅的观众规划了专门
的路线，确保无障碍坐席和专属看台
区有足够空间放置轮椅，还安排了助
行志愿者，专门陪同帮助残疾观众入
场入座。”刘知桓说，无论在具体的工
作内容，还是在精神状态上，看台志
愿者们都提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在前期培训时，我们就知道自
己需要全程背对舞台服务。内心肯
定还是有点失落的，要忍住‘回头看
一眼’的诱惑挺难的。”刘知桓坦言，

“中国队入场和火炬点亮的时刻，我
听到观众们在欢呼，在喊加油，在鼓
掌呐喊，我通过他们的眼，仿佛也看
到了实况，感觉特别震撼。”

冬残奥会开幕式结束，圆满完成
任务的刘知桓回宿舍第一时间打开
电视回看。他说：“画面里，能看到志
愿者的身影，我们也是打造盛会的一
员，感觉特别骄傲。”

本报讯（记者 赵鹏）全行业 8500
余人和 171台套应急装备自 3月 4日
早 9时起全面进入保障状态，这默默
的守护，保障了 3月 4日北京 2022年
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成功
举行。昨日市通信管理局披露，开幕
式期间，全市电信和互联网整体运行
平稳，实现“通信保障零事故、涉奥重
要客户零投诉、网络安全零重大事
件”，完成了冬残奥会开幕式通信和
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全行业畅通高效的战时指挥和
协同保障体系，实现了对所有指挥点
位和保障点位“两个全覆盖”，确保指
挥顺畅、反应快速、处置高效。“我们
在国家体育场各保障点位部署了
176 名保障人员和 27 辆保障车辆，
做到重点时段重点值守，重点区域
重点巡查。”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当天通过加强对国家体育
场全时段网络监测，跟踪开幕式瞬
时集中通信需求，随时做好了启动应
急预案的准备。

市通信管理局方面表示，发挥5G
优势，这次也确保了火炬传递的高清
视频回传。克服时间紧、传递线路复
杂等困难，该局组织北京联通、北京

移动配合央视开展了 7轮测试，优化
排障 36 处，临时布放 3 台通信车/方
舱和 10 个便携基站，实现了对 12 个
区域、总长 21.21 公里传递线路的
5G+4K高清回传，画面清晰流畅。

记者同时从北京联通获悉，在21
小时内，北京联通连续完成了冬残奥
会等三场重大开幕式的通信保障。3
月 4日 15时，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
议开幕。北京联通组织 30个保障单
位在线上调度三场活动连续保障工
作，投入 1452人、车辆 208台，开启了
全地域、全领域、全方位网络保障。

时间来到 3月 4日 20时，北京冬
残奥会在国家体育场隆重开幕。北
京联通共派出国家体育场团队、公共
区团队、焰火燃放团队、安检验证专
网团队等 8支团队 649人、车辆 21台
参加现场保障，并将为冬残奥会继续
提供固定通信、移动通信、焰火燃放、
应急通信等8大专项通信保障任务。

昨日 9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开幕，北京联通统筹安排保障人
员 1728 人、车辆 221 台，现场保障人
员 70人、保障车辆 21台、应急通信车
4台，于早7时全部到岗并保障开幕式
顺利举行。

8500余人硬核后援！

北京信息通信业力保冬残奥开幕

从 3 月 4 日一早开始，北京就大
风呼啸，还伴着沙尘，眼看 2022年冬
残奥会晚上就要开幕了，大风沙尘天
气会影响开幕式活动吗？

从当天早上 6时开始，气象部门
已经开始逐小时更新预报信息，保障
频次跟冬奥会一样，力求确保冬残奥
会开幕式气象预报准确无误。

由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牵
头组建的针对开幕式期间的气象条
件研究团队，早在一周前就对此次大
风和沙尘天气做了预报和服务提示。

在开幕式举行的头三天，北京市
气象台、中央气象台、国家卫星中心、
周边省区市气象台、内蒙古自治区气
象台的首席专家等，每天都开展多次
不同形式的天气会商，做到多轮次、
多样化跟踪滚动预报会商。

3 月 4 日 8 时 30 分，多部门再次
开展天气会商，尤其对阵风风力、沙
尘程度、结束时间等内容进行了详细
讨论，最终结论一致：午后沙尘影响
逐渐减弱，傍晚前后风力明显减小，
基本不会对冬残奥开幕式活动造成
影响。

“开幕式活动期间，北京风力明
显减弱，大家不会感受到像上午一样
的七八级大风。”翟亮说，相应的预
报、预警信息都已经提前发布，便于
开幕式准备的相关单位、城市运行保
障的相关单位提前做好应对。

而相比 2月 4日冬奥会开幕式的
天气，3月 4日晚的风力要略大一些，
但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气温方面要
比一个月前暖和很多，20 时至 22 时

国家体育场温度在8℃至9℃，体感不
会觉得很寒冷，不过撤场的时候，温
度会下降到 6℃或者更低，早晚温差
还是比较大。

对于预报结论，翟亮还是很有信
心的，“对大风的预报水平，目前还是
比较高的，包括减弱的时段都可以
报准。”翟亮说，针对大风的预报，他
一点不担心会出现变数，反而是沙
尘的影响，会让预报员们稍微有一
些紧张。

翟亮解释，相比大风，沙尘的预
报难度更大，因为沙尘是一个气团，
它产生影响的时间节点并没有非常
清晰的界限，“不像一辆列车，说几点
到几点停，沙尘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
过程，有可能人还没感觉到，但沙尘
的影响已经开始了，渐渐地人们才感
觉到空气发黄且带着土味儿。”

沙尘影响结束的时间也是相同
的道理，并不是说到了一个时间点，
瞬间就结束了，同样也是一个缓慢的
过程，很难界定具体几点可以清除，
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3 月 4 日
午后，翟亮一直盯着天气雷达图，关
注着沙尘的发展情况，大概从 13 时
过后，沙尘自西向东陆续结束对北
京的影响，能见度逐步转好，翟亮这
才放了心。

20时，冬残奥会开幕式准时拉开
序幕，国家体育场的阵风风力已经减
弱到了四级，不会对开幕式活动造成
影响，跟预报的情况完全吻合。“这一
次预报，我们也做到了精准无误，圆
满完成了保障任务。”翟亮满意地说。

预判大风沙尘

冬残奥开幕式气象预报再次精准无误
本报记者 骆倩雯

雪容融和冰墩墩都会销售到六月底
相关新闻<

雪容融轮滑出场雪容融轮滑出场。。

3月4日，北京2022
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北
京国家体育场举行。

记者 武亦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