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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哥伦比亚的岑冠浩，不仅是北京理工
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一位留学生，还
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名志愿者。“2020 年初的一
天，我在学校公众号上看见面向高校征集冬奥
会志愿者的信息，我想尽绵薄之力，便报了
名。”岑冠浩说。

经过层层面试选拔，岑冠浩成为冬奥会志
愿者中的一员，并受邀和北京理工大学其他几

名入选的华裔志愿者前往水立方参观。“由于海
外侨胞参与捐资建设水立方，参观时我产生了
强烈的使命感，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以个人名义
服务冬奥会，还代表着海外侨胞。”岑冠浩动情
地说，“我更加坚定信念，要好好干，在冬奥会
赛事服务中做一颗坚固的螺丝钉。”

1月27日，岑冠浩前往冬奥会比赛场馆首钢
滑雪大跳台，正式开始志愿者工作——负责媒
体运行，为国内外的媒体团队提供专业、细致
的服务，日常负责引导各国运动员进入新闻混
合区接受采访。

据岑冠浩介绍，有时候运动员受比赛结果
影响，情绪尚未恢复，这时就需要志愿者们随
机应变，灵活处理现场情况。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法国运动
员苔丝·勒德最后一跳失误，情绪有波动，周围
的人都拥抱安慰她。”岑冠浩回忆起当时的一幕
说，“我们兼顾运动员的情绪和记者们的采访需
求，居中协调，在大家努力下，苔丝·勒德擦干
眼泪，振作精神，顺利完成了比赛后的采访。”

除了忙碌的工作，做志愿者也给岑冠浩
带来难忘的体验和收获。“特别是可以在现场
看到冰雪健儿们做出酷炫的动作，感觉太震
撼了。”他说。

北京冬奥会的组织者一直强调会
保持低预算，同时承诺要举办一届绿
色、低碳、可持续的冬奥会。英国

“碳简报”网站的分析发现，北京冬
奥会组织者的上述说法是站得住脚
的。这些说法得到了“实际发展情况
的支持”。所有场馆都百分之百地使
用可再生能源——大多数为风能和太
阳能——提供动力，雪也大多得到了
循环利用。

国际奥委会强调，从 2030 年开
始，未来的奥运会不仅应该是碳中和
的，而且应该是“对气候有利的”。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经验可能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关键。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
2月13日报道

冰墩墩玩偶经常供不应求，2 月
13日主媒体中心特许商品零售店在开
门前一小时仍排起长队。许多人已等
候数小时。当天，店内热门商品吉祥

物的系列徽章数小时即告售罄。
排队的各国记者表示，往届冬奥

会特许商品没有出现卖断货的情形。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大熊

猫形象。在中文里“冰”有多重含
义，象征纯洁、坚强。“墩墩”意喻
敦厚、敦实、可爱。北京冬奥组委指
出，冰墩墩拥有冰做的衣、金子般的
心和对所有体育项目的热爱，这只大
熊猫愿与全世界分享真正的奥林匹克
精神。

——据塔斯社2月13日报道
自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在首钢

滑雪大跳台举行的比赛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印象。运动员冲下60米高的人造
跑道以获得动力，然后在烟囱和高炉
为背景的天空中“飞行”。

选中京郊的首钢旧址修建滑雪大
跳台，恰恰印证了中国践行环保理念
的努力。首钢过去被认为是中国首都
的主要污染源之一。2008年首钢搬迁

改造后，北京的细颗粒物污染水平已
经大幅下降了。

——据法国《世界报》2月13日
报道

近日，北京大雪纷飞，突如其来
的降雪和正在进行的冬奥会让北京市
民享受滑雪乐趣的热情更加高涨。

在中国首都周边，各个滑雪场内
人满为患。蓄势待发的滑雪者在缆车
前排起长队，期待在长长的滑道上来
个速降。春节期间，一些中国家庭为
孩子报了滑雪课。有家长表示，冬奥
会的影响力显而易见，今年北京特别
流行滑雪。在缆车里，人们也在谈论
冬奥会比赛。

据估计，未来10年，中国的滑雪
度假村数量将大幅增加。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3
日报道

（本报记者严瑜整理）

运动员的成绩怎样做到准确记
录？赛场遇到突发事件如何保障通
信？北京冬奥会上的技术保障工作，
为赛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雪亮的“眼
睛”和敏锐的“耳朵”。以冬奥会延
庆赛区为例，记者在比赛期间，记录
下了这里技术保障的有关故事。

高山滑雪不易记分
保障团队不惧挑战

速度滑冰、短道速滑等项目都有
奥运纪录、世界纪录，为何高山滑雪
没有？

据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技术副
经理张辉介绍，全世界没有一处高山
滑雪的赛场是完全相同的，而且高山
滑雪比赛受天气、地理等自然条件限
制，没办法给出统一的标准来设定世
界纪录或奥运会记录。

可以说，高山滑雪比赛是“看天
吃饭”。这给计时记分带来巨大挑
战。不过，张辉对此信心满满：“哪
怕突然断电、通信中断，计时记分系
统仍会工作，运动员的成绩会被准确
地记录下来。”

这是怎么做到的？
据张辉介绍，高山滑雪赛场采用

双电源双路由，设备都是一主一备，
分别还有不间断电源。为了强化计时
记分系统的高效性和安全性，组委会
还进行了断电和通信中断的应急准
备。通信电缆在场馆造雪之前就已布
好，计时记分箱全部实现连通以传输
信号。

“设备是自动运行的，运动员雪
鞋上都带有传感器，只要他们滑过，
设备就记录下时间点，再和出发点对

比，这个时差就是不同赛段的比赛用
时。”张辉说，“运动员最后冲线那一
刻，高速摄像头会拍摄下画面，红外
感应系统呈现成绩，此外还有人工计
时。这三个方面合力保障运动员的成
绩可以被准确记录下来。”

比赛时，把设备插箱，再把区间
测速、计时的数据显示出来。这个过
程听上去简单，实际上非常辛苦。在
高山滑雪中心技术团队中，有一支专
门的滑雪战队，他们主要工作就是扛
着设备上山安装。

“高山滑雪战队安装设备时，要
背着雪地靴、冰爪、安全绳、头盔等
工具，到达指定位置后，脱下装备把
设备装上，再换装备到下一个计时记
分杆的位置。”张辉说，赛前技术团
队要提前3个小时到岗，经理要提前4
个小时到岗，而滑雪战队要到得更
早，他们要去换装备、拿设备，才能
保证比赛计时记分的顺利进行。

通信中心眼观六路
工作人员耳听八方

近日，在延庆赛区，一名外国友
人乘班车时不慎遗落电脑。班车每日
循环往复，车辆很快就要再次发车，
途中站点众多、涉及人员广泛，找丢
失物品并不容易。

不过，这名失主很快拿回了自己
的遗失物。这段经历与一个“耳听八
方揽大局，眼观六路知全貌”的部门
——场馆群通信中心密不可分。

据延庆场馆群通信中心经理韦延
介绍，该通信中心工作人员共有 18
人，除她之外还有 3名实习生和 14名
志愿者。赛前，通信中心会根据场馆

各个领域不同的工作内容，梳理复杂
的联络网并进行合理划分，建立行之
有效的集群通话分组；赛时，通信中
心通过这些不同分组的对话内容，提
取 重 要 信 息 ， 进 行 跟 踪 、 协 调 、
记录。

“ 我 们 主 要 通 过 手 台 （即 对 讲
机） 获取场馆的所有信息，然后把这
些信息提供给需要的团队。”韦延
说，除了手台，延庆场馆群指挥室还
设置了很多屏幕。通信中心通过屏幕
分析场馆运行重点，进而调整监控内
容。比赛期间，重点关注赛场情况；
赛后或转场时，关注重点发生变化，
屏幕画面会随之调整。

“我们就是场馆的‘眼睛、耳朵
和嘴巴’。”韦延说，“手台+屏幕”的
组合让通信中心能为场馆团队和决策
层提供即时的信息服务和最直接、便
捷、有效的集群通信支持，保持与调
度中心和外围团队的联络沟通，保证
信息的上传下达。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最了解
场馆运行的一个部门。”韦延的神情
充满自豪，“如果自己不知道这些事
情的话，是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去了解
的。在前期筹办过程中，我们要跟进
每一个事情，了解每一个领域；怎么
样做最安全、最妥帖、最快速；选 A
有什么好处，选B有什么劣势。”

这 样 一 来 ，“ 当 有 突 发 事 情 发
生，我们会立刻作出反应，而不是去
查应急方案。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筹
备中付出的努力所换来的结果。”韦
延说，正是由于在前期深度了解了各
领域状况，熟练掌握了各类突发事件
的应对方案，通信中心才为整个场馆
群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后
盾，为整个场馆群的顺利运行作出了
重要贡献。

精准 安全 高效

技术保障，北京冬奥会有建树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外媒关注北京冬奥会亮点

冬奥会实现低碳运行 冰墩墩经常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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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实现低碳运行 冰墩墩经常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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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岗时，岑冠浩整理比赛选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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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2月3日，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技术运行团队滑雪战队队
员兰迪在赛道计时计分点位完成
设备安装。

右图：2 月 3 日，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技术运行团队滑雪战队队
员李洪川在赛道计时计分点位进
行设备调试。

右图：2 月 5 日，张辉
（左一） 和团队同事在巡检
路上。

右图：2 月 5 日，张辉
（左一） 和团队同事在巡检
路上。

右图：2 月 17 日，延庆场馆
群通信中心副经理曹希烨正在更
新场馆群每日运行简况。

右图：2 月 17 日，韦延（右二）
正在指导志愿者做好通话记录。

右图：2 月 17 日，韦延（右二）
正在指导志愿者做好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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