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武红利）昨天
上午，北京冬奥组委举行冬残奥会赛事
总结新闻发布会。市委书记、北京冬奥
组委主席蔡奇通过视频致发布辞。

蔡奇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向国际残
奥委会及关心和参与北京冬残奥会的
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在习近
平主席亲自推动和中国政府坚强领导
下，我们牢牢把握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的办奥理念，与国际残奥委会等方
面紧密合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风

险挑战，高质量完成了赛事组织和赛
会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向全世界奉献
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残奥盛会，
展现了中国人民致力于与各国人民共
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建设更加包
容世界和共创共享美好未来的真诚愿
望和坚定决心。

蔡奇说，北京冬残奥会场馆设施和
赛事组织体系运转顺畅，各项赛事精彩
纷呈，向世界人民展现了残奥运动员自
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冬残奥

会氛围浓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宣
传活动，兑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
中国承诺。服务温馨周到，坚持“三个赛
区、一个标准”，充分考虑冬残奥会赛事
特点和残疾人特殊需求，精心做好赛会
服务，展现了中国人民热情、真诚、友善
的东道主风范。防疫措施严密有效，严
格执行防疫手册，针对残疾人特点增加
人性化设计，确保了参赛各方健康安全
和赛事顺利举办。留下丰厚冬残奥遗
产，推动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了中

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蔡奇说，北京冬残奥会突显“一起向

未来”主题，广泛凝聚起团结拼搏、互助
友爱的磅礴力量，与世界各地残疾人朋
友共同发出了团结包容的时代呼唤。我
们将与残奥大家庭、国际社会各方面继
续紧密合作，共同传承残奥遗产，促进残
奥运动蓬勃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北京冬奥组委领导张建东、杨树安、
韩子荣等参加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北京冬奥组委举行冬残奥会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
蔡奇致发布辞

北京冬奥组委在赛事总结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将尽快对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任珊

本报讯（记者 任珊）昨天下午，随着
最后一场高山滑雪比赛的结束，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 6 个大项、78 个小项的
比赛全部结束。历经 9 个比赛日的比
拼，中国体育代表团以 18 枚金牌、20 枚
银牌、23 枚铜牌，总计 61 枚奖牌的优异
成绩收官，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实
现了历史性跨越。

这是中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代表
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
最全的一届。中国残联理事、体育部主
任、代表团秘书长赵素京介绍，代表团参
加了轮椅冰壶、残奥冰球、残奥高山滑
雪、残奥单板滑雪、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

两项全部 6 个大项、73 个小项的角逐。
参赛各大项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其中，雪上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赵素京介绍，本届赛事之前，中国运动员
从未在冬残奥会雪上项目上获得过奖
牌，最好名次为第 4 名。这次残奥高山
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 4
个大项均获得金牌，雪上项目队共夺得
17枚金牌、20枚银牌、22枚铜牌，实现了
历史性突破。

冰上项目也全面进入世界强队行
列。“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奥会夺冠，
这次连克强队，成功卫冕。”赵素京说，我
国残奥冰球项目 2016年从零起步，2017

年开始组建国家队，竞技水平不断提高，
于 2019 年、2021 年分别获得 C 组世锦
赛、B组世锦赛冠军，凭实力打进了本届
冬残奥会，并在小组赛全胜，晋级四强，
挺进半决赛，最终拿到铜牌，完美结束首
次冬残奥之行。

“年轻的中国军团朝气蓬勃。”赵素
京介绍，代表团中有 85名运动员为首次
参加冬残奥会，占 88.5%，平均年龄 25
岁。代表团开幕式旗手、未满 18岁的河
北张家口运动员郭雨洁在残奥冬季两项
女子短距离（站姿）比赛中成功夺金；高
山滑雪运动员张梦秋3月9日刚满20岁，
取得2金3银的好成绩；纪立家、王鹏耀、

朱永钢、张义琦平均年龄19岁，分列残奥
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UL级冠亚季殿
军，大决赛出发前，他们互相打气：“加
油，骄傲是属于中国的！”三面五星红旗
在颁奖仪式上同时升起，分外鲜艳。代
表团年龄最小的耿焱红获得单板滑雪 1
枚银牌。

中国冬残奥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着
拼搏精神和顽强意志，不畏强手，奋勇争
先，为国争光，体现着强烈的爱国主义
精神，阐释着“勇气、决心、激励、平等”
的残奥价值观，每一名运动员克服困
难、超越自我的精彩时刻，值得所有人
为他们鼓掌。

本报讯（记者 赵鹏）昨天，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在京闭幕。
市通信管理局介绍，在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期间全行业投入约 22万人
次，累计处置各类网络安全威胁
1.23万个，检查基站/铁塔8040个、
光缆 2.8万公里、信息系统 2318个
等，整改隐患问题 131 项，为赛事
保障奠定基础。赛事期间，创新应
用的十余项硬核科技也相继闪耀
于冰雪盛会。

紧扣 5G 亮点，北京信息通信
行业以更多科技赋能冰雪盛会。
北京联通带来了“空间多维 5G 立
体组网”“智能动态波束”“载波聚
合”“大上行”“5G 智慧运营平台”
等十大硬核科技，实现了毫秒级低
时延多视角切换、4K画质360度自
由视角、时间和空间立体化的“子
弹时间”精彩回放、8K VR超高清
直播等创新观赛体验，将 5G 网络
与观赛参赛、医疗救援等需求结
合。

在刚刚结束的冰雪盛会中，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应用了二氧化
碳作为制冷剂，这也是历史上首个
使用该项技术的相关场馆。这项
技术可使冰面温度差不超过0.5摄
氏度，温差越小、冰面硬度越均匀、
冰面越平整，越有利于出成绩。这
一相关技术也应用在了场馆通信
系统中。北京电信在其数据中心
启用了二氧化碳载冷系统，有效提
高机组蒸发温度，提升制冷效率并
延长自然冷源的利用时间，大幅降

低系统能耗。据测算，借助二氧化
碳载冷这项“黑科技”，北京电信的
单 个 数 据 中 心 节 能 率 达 到 了
47.08%，以创新技术既为冰雪盛会
服务，也贡献更多“绿色能量”。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是本届冬
奥会保障中为数不多的 24小时运
行场馆区，在这片广阔区域内，分
布着2个竞赛场馆和2个非竞赛场
馆。每天 3万步打底、徒步往返 20
余公里的“极限运动”经历，让驻扎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北京电信
保 障 团 队 人 人 练 就 一 副“ 铁 脚
板”。起早贪黑的他们还额外收获
了一双双冻成“中国红”的手。

从全频合并组网方案到分布
式大规模天线技术，北京移动这次
也一举实现网络容量翻倍、提升频
率利用效率和降低同频干扰等多
项能力。在五棵松体育馆，北京移
动的 AR 远程巡检技术解决了一
线驻场人员不足问题，5分钟即可
完成人力数小时才能完成的全场
馆设备巡检，还可一键呼叫后台专
家支撑，让各种“疑难杂症”都能轻
松解决。

场馆外，搭载 5G 超高清演播
室的京张高铁列车在北京和张家
口赛区间穿梭。北京移动与铁塔
公司合作，通过多卡聚合方式和

“数字孪生”应用，首次在以 350公
里时速行驶的高铁列车上实现分
钟级高精度网络监控保障，为运动
员和乘客提供不间断的超高清画
质直播服务。

昨天，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
闭幕。北京冬（残）奥村综合诊所
从 1 月 23 日开诊已运行了 50 天，
接诊患者 761人次，医疗保障团队
以“零投诉”“零感染”的好成绩，向
世界展现了中国医疗服务的水
平。据悉，北京冬（残）奥村综合诊
所还将继续运行至 3月 16日北京
冬残奥村闭村。

“设备先进、团队优秀、人力充
沛。”国际奥委会医疗和科学委员
会主席理查德·巴吉特曾这样称赞
北京冬（残）奥村综合诊所。在这
个诊所里，来自宣武医院、北京中
医医院、北京博爱医院、北大口腔
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安贞医
院和北京急救中心 7 家医疗机构
的精英队伍高度融合，形成了能
够展现国家水平的医疗保障“北
京队”。

综合诊所医疗官洪韬介绍说，
诊所内设急诊、内科、外科、口腔、
康复、中医、心理等 10 余个科室，

能够满足各国运动员、工作人员多
元化的医疗需求。1 月 23 日正式
开诊以来，诊所 24小时运转，持续
向世界传递中国医生的温度。“诊
所里最火的要数康复、中医等科
室，尤其是中医科，简直是热门

‘打卡地’。”洪韬说，中医科在冬
奥会、冬残奥会期间为运动员和
随队官员提供针灸、推拿等医疗
服务。3 月 10 日，来自格鲁吉亚
的运动员因肩部不适及下背痛来
到诊所就诊。中医科医师为运动
员进行推拿按摩，疏通经络，半
个小时后，运动员肩、背部的疼
痛和痉挛得到了缓解。“太神奇
了，谢谢中国医生！”运动员开心
地为中医科团队点赞。“也谢谢
您 对 中 医 的 认 可 ，祝 您 取 得 好
成绩！”医生微笑着回答，温暖
在诊室里传递。“虽然医疗保障
任 务 即 将 圆 满 收 官 ，但 这 份 有
温度的冬奥记忆，永不褪色。”
洪韬说。

18枚金牌 61枚奖牌

中国代表团首次位列冬残奥会金牌奖牌双榜首

数据中心用上“冰丝带”二氧化碳载冷“黑科技”

十余项通信硬核科技闪耀冰雪盛会

向世界传递中国医生的温度
冬（残）奥村综合诊所运行50天接诊761人次

本报记者 孙乐琪

北京冬残奥会昨晚正式落幕。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带动下，“冷冰雪”正在变成“热运动”。在昨天举行的赛事总结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透露，目前各个场馆都在积极筹备尽快向公众开放的方案，不少场馆计划

“五一”前就对公众开放，“冰立方”计划在4月份开门迎客，让公众体验赛时真实场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不仅属
于运动员，更属于热爱运动的每一个人。”

“从目前的情况看，‘两个奥运，同
样精彩’的目标圆满实现，也兑现了我
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
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介绍，在场馆建
设方面，北京冬残奥会使用 5 个竞赛场
馆和 23 个主要非竞赛场馆，都是沿用
冬奥会的场馆。这些场馆在规划设计
和建设改造过程中，都充分考虑了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赛事的需求，特别是针对
冬残奥会继续使用的场馆，更加注重无
障碍环境建设，认真落实无障碍指南的
规范标准。

考虑到冬残奥会参赛运动员以肢体
残疾和视力障碍为主，北京冬奥组委努
力从抵离、住宿、餐饮、交通、医疗等方面
加强对残疾人运动员的服务。在赛事运
行方面，竞赛项目场地根据残奥运动员
特点和竞赛规则也都做了相应转换和调
整，这些都通过了国际冬季残奥单项体
育联合会的认证，竞赛器材按照冬残奥
的标准进行配备。

“无论是参赛运动员、随队官员，
还是国际残奥委会的大家庭成员，都对
北京冬残奥会的场馆设施、赛事组织、赛
会服务、疫情防控等给予高度评价，特别
对场馆无障碍设施和赛区无障碍环境也
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张建东表示。

冬季运动的受伤率比较高，相比冬
奥会，残奥运动员更要受到特别的医疗
保障。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
长韩子荣表示，北京冬残奥会执行与冬
奥会基本一致的医疗保障标准，冬残奥
村设置了综合诊所，3个赛区设置了38个
固定医疗站，特别是在赛场区域安排了
51个医疗站，“在延庆、张家口赛区，我们
配备了救援和医疗转运的直升机，保证5
分钟就能到达赛场上空，15 分钟之内完
成转运救治。”

考虑到残疾人运动员的特殊需求，
冬奥组委在各个竞赛场馆和 3个冬残奥
村共设置7个轮椅假肢维修中心，累计为
300多人次提供各类服务。

此外，场馆提供了可移动的车载CT
机、方舱核磁机和数字X线机等大型医疗
设备，还配备了100套AED一体机，可以支
撑快速急救。此外，北京冬奥组委从北京
市、河北省知名大医院抽调了骨科、神经外
科、创伤外科等上千名医学专家，服务于医
疗保障工作。

直升机随时待命做好医疗保障
作为冬残奥会举办期间运动员“温

暖的家”，冬残奥村 24小时全天候为运
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服务。北京冬奥
组委奥运村部部长沈千帆介绍，3个冬
残奥村在做好基础保障服务工作的同
时，尽量增加一些和运动员互动的活
动，不仅能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还能
让他们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在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结束后，冬残

奥村安排新晋“顶流”雪容融在村口迎
接各国运动员回家，大家纷纷和可爱的
吉祥物打招呼、合影留念。

赛事期间，工作人员开动脑筋、集
思广益，上演了一场属于北京冬残奥村
里的“中国庙会”，跑旱船、飞镖气球、魔力
套圈、巧手DIY、汉字文化、投壶挑战等多
种丰富多彩的庙会游戏相继展现。运动
员和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中国筷子文化，

一起扔飞镖、写中国汉字、套圈投壶，一
起拍照留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游戏道
具都是工作人员利用废旧纸箱、泡沫
板、手纸、五色布、筷子等材料纯手工打
造，将绿色办奥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
节之中，在低碳节约环保的同时也能让
运动员体验不一样的游戏乐趣。”沈千
帆介绍。

运动员在冬残奥村体验多样活动

赛事过后，普通市民如何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严家蓉表示，场馆赛后向公
众开放，实际上本身就是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践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面。“场馆的赛后利用是一个世界性
的难题，为此我们提出了场馆反复利
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的北京方案，不
仅多个 2008 年的奥运场馆得到充分利
用，而且所有新建场馆在设计之初就充
分考虑到了赛后的利用。”

冬残奥会结束后，北京冬奥组委将
尽快完成技术设备等物资以及相关人员

的移出工作，结束对场馆独家使用期，把
场馆的使用和管理权移交给业主。

严家蓉说，具体到场馆的赛后利
用，首先是积极地申办和举办高水平的
赛事，这将带动场馆的后续发展，也会
助力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其次是文
旅和综合开发，比如延庆和张家口赛区
将依托雪上场馆，打造“全季、全时、全
域”的冰雪娱乐中心和避暑旅游胜地；
首钢园赛后将以“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
园”的身份陪伴首都市民，使“双奥之
城”北京拥有“双奥公园”。

许多场馆计划在“五一”节前就向社
会开放，满足赛后大众冰雪运动的需求。
比如国家速滑馆全冰面设计可以同时容
纳2000人上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滑
道下方三分之一处、比较缓的地方留出大
众体验出发区。此外，延庆和张家口有很
多的滑雪赛道，既有适合中高级滑雪爱好
者的高级道，也有适合初学者的滑雪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所有场馆的无障碍设施的
标准都比较高，赛后这些无障碍设施也
都会尽可能保留。”严家蓉补充道。

不少场馆“五一”前开门迎客

图为国家速滑馆内景图为国家速滑馆内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程婷婷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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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无障碍环境获高度认可

本报讯（记者 任珊）北京冬奥
组委抵离中心副主任周玲日前在
抵离工作媒体吹风会上介绍，今日
至 15日将迎来涉冬残奥人员离境
高峰期，目前正在梳理他们的需
求。针对残奥运动员行动不便、视
力障碍、辅助设备多等特点，各环
节将增加引导人员和辅助人员，必
要时提供“一对一”协助服务，从而
确保代表团顺利离境。

“北京冬奥会的抵离工作非常
顺利，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评
价。目前涉冬残奥人员抵达工作
已经完成，即将迎来离境高峰。”周
玲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抵离服务期是从 1 月 21 日到 3 月
16日，也就是说，冬残奥会的抵离
服务将于3月16日结束。

周玲说，相比冬奥会，冬残奥
会各利益相关方的人数虽然少一
些，但在残障人士的服务保障上存
在一些特殊要求，比如他们的轮椅
较多，残奥项目的行李有特殊性，
还有导盲犬的保障等。

“我们已经请各利益相关方尽
早确定离境安排，并将抵离信息录
入系统，及时更新各利益相关方入
出境计划，包括航班、人员、行李
等信息。”周玲介绍，民航局将安
排航司为 3 月 14 日、15 日高峰期
出发的各个代表团，在 3 月 13 日
安排负责行李的人员到机场提前
办理值机手续。

此外，民航、海关、边检、机场
等单位在优化运行保障上做了许
多准备工作，包括升级改造无障碍
设施设备，加宽通道宽度，增设专
用低位柜台，启用助残版自助健康
申报核验一体机，针对视障人士需
求改造了海关健康申报网站，并设
立“福祉车”专用停车位，为“福祉
车”做好保障。

在运行流线上，针对残奥会
人员的进出港流程进行了细化
和完善，相关保障单位设置轮椅
旅客出港专用通道，减少残障人
士进出港保障楼层间转换；优化
通关通检路径，缩短通关通检距
离，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他们在机
场停留时间。
“有些冬残奥会入境运动员行动

不便、视力障碍、辅助设备多，涉及
机场运行、交通转运、住宿端抵离
等各环节，保障单位会增加引导人
员和辅助人员，倾听需求，加强沟
通，必要时提供一对一的协助服
务，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体现对残
障人士的尊重。”周玲说。

记者了解到，涉冬残奥离境人
员将近 1.6 万人。在高峰期，即 3
月 14 日到 15 日，每天都会面临超
过 1000人的离境保障任务。在赛
后，一些利益相关方因为需要留下
来进行收尾工作，对于这部分人
员，北京冬奥组委会比照赛前专家
代表团的模式进行抵离的保障。

今起迎冬残奥会离境高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