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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奥双奥””荣光荣光

中国气质中国气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关一文关一文

“又被浪漫到了！”……3月13日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式上，直径55米的巨大“留声机”惊艳全世界。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
折柳寄情一样，唱片响起，记忆流转，将本届冬残奥会的精彩瞬间永远留存在人们心中。中国气质的东方浪漫沁润人心。

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的盛会，也是文化的盛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了一幅美丽的中国文化画卷。从冬奥会开幕式中国传统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开始，到闭幕式折柳寄情的依依惜别；从冬奥会会徽汉字“冬梦”到以篆刻艺术为主要呈现形式的体育图标；从奖牌五环玉璧“同心”到销售火
爆、“一墩难求”的吉祥物“冰墩墩”……本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集中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让全世界的运动员和观众，沉浸式体验大美中国。

【大道至简】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总导演帕帕约
安努曾说，奥运会开闭幕式通过创意、科技、艺
术表演等交织融合，承载了文化表达、精神追
求、民族自豪、人类愿景等多重意境，既是传递
体育精神的理想途径，又是展现本土文明的重
要舞台。

始于“雨水”，终于“立春”。2月4日晚，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
十四节气变身为“倒计时器”，充满中国当代气象
的动感画面与二十四节气和古诗词遥相呼应。
篇幅不长却意蕴幽远，如似水流年，连缀古今。

“再也不会有哪个国家用古老的诗歌来做倒
计时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
式总导演张艺谋感慨。

节气、短诗、雪花、和平鸽、青草、折柳……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开闭幕式摒弃“人海战术”，更
多的是恰到好处的意境与美好，点到为止的空灵
与浪漫。少了一些“正襟危坐”的严谨和“小心翼
翼”的证明，多了“驾轻就熟”的自然和“举重若
轻”的从容。

冬奥会开幕式上，奥运主火炬首次以“微
火”形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成为永载奥运史册
的一幕。

微火虽微，永恒绵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将熊熊燃烧的奥运之火，幻化成雪花般圣洁灵
动的小火苗，这一创意来自低碳环保理念，成为
奥运会历史上一个经典的瞬间。”张艺谋说。

简约灵动、轻量高质，成为本届冬奥会为人
津津乐道的一大亮点。比如环保焰火燃放。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仅
在重要节点燃放环保烟花。秉持简约理念，开闭
幕式的焰火表演时长分别精减至 120 秒和 90
秒。包括高空礼花弹、高低空特效焰火在内，全
部订制环保烟花，烟花总用量不到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的10%。

与往届奥运会使用液化天然气或丙烷等气
体作为火炬燃料不同，本届冬奥会首次使用了氢
能作为火炬燃料。氢能燃烧时只产生水不产生
二氧化碳，充分体现北京冬奥会绿色、低碳、可持
续原则。

简约之美也贯穿在冬奥场馆建设和改造
中。建筑风格不追求复杂奇特，现代建筑与自然
山水、历史文化交相辉映，体现中国气质。

“冰丝带”设计上用静态的建筑展现了速滑
项目的“动感”，蕴含了中国人对自然深层思考和
刚柔并济的智慧；首钢滑雪大跳台设计灵感来自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元素，寓意
向空中跳跃、飞翔，“飞天”飘带在群明湖倒影的
映衬下灵动飘逸，与首钢园老工业区相衬得宜；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吉祥
饰物“如意”，象征着顺心如意，代表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与向往，被人们爱称为“雪如意”。

【守正创新】

从 2008年到 2022年，14年来，中国的科技企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一大批中国自主科技创新成果支持着“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冬奥会
理念成为现实，从开闭幕式到竞赛场馆，处处可见“科艺融合”的理念。

和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较多展现中华五千年璀璨文明不同，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则更为聚焦现代与未来，时尚活力，充满
科技范儿，用科技力量展现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和价值观。

开闭幕式上，鸟巢中的LED地屏与南北两侧高清转播屏遥相呼应，
用数字显示技术，精彩呈现导演组“空灵与浪漫”的创意。“这是目前世界
最大的LED三维立体舞台。”开闭幕式地屏技术提供方利亚德集团技术
负责人王加志介绍，这个地面 LED 舞台实际播放视频分辨率达到
14880×7248，接近4个8K分辨率，可以完美呈现裸眼3D效果。作为开闭
幕式演出显示系统和表演舞台，地面显示系统承载了开幕式60%以上的
演出创意。不仅是地屏，这次播控系统采用的也全是国产设备，设备性
能比2008年的国外播控设备更加先进、稳定、可靠，打破了国外技术上的
垄断。“2008年，一台播放服务器只能输出4路2K信号，这次一台播放服
务器就能输出4路4K信号，多台设备联播能做到帧同步。”王加志介绍。

赛事期间，来自全世界的顶级选手全力以赴、超越自我，为观众奉
献了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赛场设计上，也为运动员和观众悄悄准备
了惊喜。

在“冰立方”，开场倒计时后，冰面上出现了一幅中式折扇画面，一颗
小冰壶落下，从“梅兰竹菊”中穿过，飘入“年年有余”水塘，变成奥运冰
壶，一路飞驰滑向胜利的终点。赛事期间，巨幅裸眼3D冰面在国家游泳
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馆、国家速滑馆等冰上场馆
精彩亮相。这是冬奥会历史上首次使用冰面投影技术，打造冰面立体投
影，以光影魅力展现“中国文化”“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潮流”“中
国故事”五大主题，展示了中国数字影像技术新高度。

负责该项技术的水晶石公司影视中心负责人毕研平介绍，“我们利
用裸眼 3D效果和声光电技术，以光为笔，以影为墨，在冰面上绘制巨幅
画面，打造多维视听盛宴。让现场观众欣赏到炫酷的裸眼3D冰面影像，
感受冬奥赛场的激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G、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轮番登场，北京冬奥会 212
项技术落地应用，其中有4项技术是全球首次推出。70多家企业为冬奥
助力，包括开闭幕式、比赛服、运动场馆等，基本实现了全部国产。

除了硬核科技带来的现代艺术感，东方审美的优雅古韵也充盈在赛
场内外。

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灵感来自“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既参考
了它的巧妙设计，也取“长信”之意，表达了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
向往；仪式火种台采用了中国传统青铜器——尊的曲线造型，基座沉稳，
象征“地载万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奖牌“同心”则表达了“天地
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

取自《千里江山图》的冰场挡板图案，运动员穿戴的虎头头盔和“只
此青绿”比赛服，脱胎于篆刻、书法的北京冬奥会体育图标……传统文化
汇聚成“中国式浪漫”，为奥林匹克注入多彩意蕴。

赛场外，各种冬奥 IP火出圈。冬奥会纪念品店排起长队，“一墩难
求”的火爆场面成了这个春天的难忘记忆。在海外，TikTok上的冬奥热
潮也带火了一系列中国元素。

最火的“明星”，还要数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将中国元素熊
猫与冰晶外壳结合的“冰墩墩”从全球5816件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冰
墩墩的热销体现了产品本身的文创设计水准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北京
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打造自主品牌产品，离不开创新设
计，“冰墩墩”爆火的背后正体现出中国工业设计和时尚设计产业水平的
全面提升。

【天下一家】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2
月20日，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尾声，
纯洁稚嫩的童声唱响了北京夏奥会开幕式
主题曲《我和你》。悠扬的旋律响彻国家体
育场“鸟巢”上空，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百年
圆梦的2008年。“鸟巢”上空，特效焰火打出

“天下一家”“ONE WORLD ONE FAMI⁃
LY”，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和更团结
的奥运精神。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无论在开闭幕式还是赛场
内外，都在用心用情地讲述着全人类共有的
精神和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主
题。这既呼应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的主题“一起向未来”，又与新加入的奥
林匹克格言“更团结”高度契合。

从讲述“我”到讲述“我们”，文化自信是
14年跨越的关键所在。

开闭幕式上，从参赛国家和地区的引导
牌、演员服装，到和平鸽表演、主题歌演唱，
再到主火炬点燃和熄灭，代表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不同的雪花汇聚在五环旗下，这不仅是
中国式浪漫，更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携
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真实写照。从 2008
年到 2022 年，实现了从向世界讲述“我是
谁”到展现“我们一起向未来”的从容。

“中国式浪漫”里还有自古传承的家国
情怀。

疫情之下，为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
利举行，从工作人员到志愿者，所有相关人
员克服种种困难，心怀豪情，甘愿付出。全
球新冠疫情已延宕两年多，成功举办一届冬
奥会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闭环”
等各种举措创建一个确保冬奥会安全举办
的强大体系，展示了中国成功的治理机制和
强大能力。

两个奥运同步筹办，两个奥运同样精
彩。“一起向未来”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时代
之音，更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
动实践。

林立的高楼下，五条河流集结成一汪盈
盈湖水，清澈湛蓝。一叶小舟在碧波上游
走，若不仔细瞧，很容易错以为是载客的乌
篷船。

“这是专门清理水面漂浮物的，不久前
从南方引进的，一共4艘，我们管它叫智能清
理船。”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的工作
人员李潞说，“五河交汇是运河商务区的重
要景观，周边居民区也多，所以专门有一艘
船常驻在这儿。”

它到底神奇在哪儿？且让我们登船
细看。

小船荡悠悠靠了岸，记者铆足劲儿一步
跳上甲板。“蹲下来，把重心降低些，抓牢栏
杆！”见记者姿势不对，操作员张平军师傅着
急地说：“这不是游船，没座位，来这边操作
台猫着吧，我给你讲讲。”

操作台跟小轿车的方向盘有点儿像，还
多了几个红色按钮，主要用于操纵船头的柔
性臂。循着师傅的指引，记者果然看到船头
探出了两条总长度约10米的柔性臂，轻柔地
漂在水面上。如果把小船比作一条鲶鱼，柔
性臂就好像是“胡子”。更神奇的是，操作员
能控制它们的摆动幅度。

正是仲春时节，万物萌发。在河底睡了
一冬的藻类开始苏醒，冒出一团团零星的絮
状物，在水面上随波漂荡。小船所经之处，
絮状物被柔性臂拢起来，并“吞”进船身的滤
网里。

用上智能清理船之前，打捞漂浮物靠的
是笨办法——捞漂儿，也就是划着船进行人
工打捞。这活儿张平军师傅干了整整七年，
每年四五月份最累，哪怕从早干到晚也捞不
干净。如今，驾驶小船在五河交汇处仔仔细
细绕一圈儿，只需大概三小时。

在京城的河湖版图上，大小河流总共
425 条，五河交汇这片近 50 万平方米的水
域，却拥有独一无二的江湖地位：温榆河、通
惠河、小中河、运潮减河和北运河在此挽成
一个结。论水文调度，这里是北关分洪枢纽

的所在地，关系到京城东部的行洪安全；论
人文历史，这里是京杭大运河北首，不远处
的燃灯古塔曾见证舳舻千里的盛况。

李潞今年三十出头，是土生土长的通州
人，打小儿在五河交汇处长大，就连他名中
的“潞”字也是运河古称。“在我小的时候，这

里的水可不怎么样，有几年还泛着臭味儿。”
他说，随着近年来水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
北运河等河流已清澈见底，恢复到了地表Ⅳ
类水质。

张师傅操纵着清理船，在水面自如地划
出一个个“S”形。一只只野鸭子慵懒地浮在

水面，羽毛被阳光照得油亮，一点儿不怕
人。只有当小船接近时，它们才慢吞吞扑腾
几下翅膀，挪一挪地儿。

岸边草木泛出微微青色，不少人端坐堤
岸持竿钓鱼。在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中，这片
古老水域也正日渐变得灵动、青春。

五河交汇智能“净水”
本报记者 朱松梅

工作人员驾驶智能清理船净化水面工作人员驾驶智能清理船净化水面。。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张佳琪张佳琪//摄摄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作为全国唯一跨区
域共建的省级平台，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京冀
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主动对接京津、服务京
津，加快推进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协同发展。
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实施亿元以上京津项目
276个，总投资2668.8亿元；完工亿元以上京津
项目153个，总投资1158.38亿元；签约京津项
目555个，协议总投资6089.85亿元，其中北京
项目458个，协议总投资5845.89亿元。

2014年7月31日，北京市政府与河北省
政府签订协议，共建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
范区，该区也成为全国唯一跨区域共建的省
级平台。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将示范区列为四大战略合作平台之一，

也是河北省“十三五”“十四五”期间重点打
造的新兴沿海增长极和唐山“一港双城”战
略布局的核心承载区，为全力承接非首都功
能疏解和产业转移提供了重要支撑。

几年来，曹妃甸不断创新协同发展举
措。全面打造创新协同共建机制，推行北京
企业整体搬迁曹妃甸工商注册“落地迁”模
式，即保留企业原名称不变，只需变更注册
地址，极大地缩短了企业落户生产时间。通
过科学创建创新产业承接机制，开展规划共
绘、实施基础共建、促进招商共赢，吸引了一
大批项目签约落地曹妃甸。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实行“一枚公章管审批、一口受理全程
服务”，开辟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率，落实

项目落地全程代办一条龙服务和项目建设
投产一条龙服务。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通过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曹妃甸产业协同转移全面
提速。围绕打造石化、木材加工、装备制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曹妃甸正全力承接京
津产业和项目转移。

截至目前，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
完工亿元以上京津项目 153 个，总投资
1158.38亿元（其中北京项目 129个，总投资
1117.96亿元）；签约京津项目555个，协议总
投资 6089.85亿元（北京项目 458个，协议总
投资5845.89亿元）。首钢二期一步、华润二
期、华电煤码头三期先期工程、北京鑫华源

智能停车产业制造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新
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唐山LNG接收站及
外输管线项目、中铁十六局高端装备制造基
地、巴威锅炉搬迁等一批项目加紧建设；华
能唐山港曹妃甸港区 6号泊位工程、中国铝
业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系列项目等一
批战略性项目成功签约。

今年，曹妃甸将继续强化产业聚集示范
引领，全力承接北京产业项目转移和非首都
功能疏解，发挥挂职干部资源优势，推动央
企、京企投资项目和科技、贸易等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向曹妃甸聚集，做大做强京冀曹妃
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确保全年签约亿元以上
京津产业项目50个、开工30个、完工20个。

协议总投资超5800亿元

北京458个项目签约河北曹妃甸

本报讯（记者 刘薇）日前，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中深层
地热（井下换热）试验井项目顺利通过
由北京市发改委组织，清华大学江亿院
士担任组长的专家组评审验收。该项目
是北京地区第一个达到设计预期目标的
中深层地热（井下换热）项目，在国内首次
实现了全过程、全维度、全供热场景的试
验数据采集、分析与研究。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工程由京投公司所属副中心枢纽公司
负责组织实施。按照“世界眼光、国际
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和“高起点、
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副中心枢纽公
司在项目设计之初，即研究提出了多能
耦合、多源支撑、清洁再生能源优先的
供能策略，在项目实施范围内开展中深
层地热（井下换热）试验井项目。

“项目设计了1口成井深度2745米
的封闭同轴换热的中深层地下换热井
和地上能源站，可以获得中深层地热
能，为建筑提供供暖热源。”副中心枢纽
公司设备运营部副部长刘立军介绍。
在副中心枢纽公司与北京市政总院、北
咨公司、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北京市
政建设集团、陕西沣西能源公司等单位
的通力协作下，试验井项目于 2021年 7
月31日开工，于2021年12月27日顺利
开机运行，稳定出热能力不小于 550千
瓦，已连续运行 60余天，最大供热能力
超过660千瓦，预计能够承担不少于2.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供热需求。

“作为北京市首个中深层地热（井
下换热）试验井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
克服了不少困难。地质资料匮乏、系统
实施运行经验不足、市政配套能力不
足、地质风险多……”刘立军向记者细
数着项目施工的难点所在。由于中深
层地热井在深 2 至 3 千米范围内，且项
目所在地的地质断裂构造较为发育，
地质条件复杂突变，行业内尚无同类
项目范例与精准数据。为此，多家单
位群策群力、统筹部署，在试验井实
施过程中同步进行地质勘验，不仅破
解穿越了多处严重失漏区和坚硬地
层，还攻克并掌握了成井工艺、井下
换热、井温全程监控、热泵系统配适
等核心技术难题，为项目成功实施提
供了有力保障。

本次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该试验
井实现了中深层地热（井下换热）热泵
技术的供热能力突破，通过“取热不取
水”，具有取热持续稳定、地温恢复快、
环境无影响的特点，为北京市进一步大
规模推广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实施经验
和坚实的数据支撑，为城市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区域供热的规模化应用、打
造多能互补耦合的能源系统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对北京市提高可再生能源利
用、加快能源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示
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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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集中资源力量抓
投资上项目是推动北三县与通州区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日前，北三县2022
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三河市
燕京矿用风机项目现场举行，北三县共有61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42.8亿元，今
年计划投资73.2亿元。

在 61 项集中开工的项目中，产业项目
43项，总投资177.3亿元，今年计划投资53亿

元。其中，战略新兴项目 27项，总投资 68.7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23.3亿元；现代服务业
项目 11项，总投资 104.3 亿元，今年计划投
资 26.15 亿元；产业链现代化提升项目 5
项，总投资 4.3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3.5 亿
元。此外，民生补短板项目 14 项，总投资
63.1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17.9 亿元；基础设
施项目 4 项，总投资 2.4 亿元，今年计划投
资 2.4亿元。

当前，北三县积极落实“智造三河、商务
大厂、文旅香河”功能定位，强化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和产业园区共建，与通州区共同打
造北京新“两翼”的重要一翼………

在三河市，爱信研发中心、爱普数据全
球研发中心（二期）、顺泽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势头稳、投资力度大、
项目质量优、预期效益好、协同项目多，孕育
着新的经济增长点，积蓄着由大到强、由新

到精的新动能。
据介绍，三河市 21项集中开工项目中，

产业项目 17 项，其中单体投资超 20 亿元的
项目 3个，平均单体投资规模达 5.2亿元；项
目亩均投资额均超过 300 万元，其中 300-
500万元的 7个，超 500万元的 10个。其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有14项，占比达三分之
二，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等领域。（下转2版）

推动北三县与通州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北三县一季度集中开工61个重点项目

踔厉奋发“开门红”

副刊·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