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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晚，北京2022年冬奥会圆满落下帷幕。
北京再次为世界奉献了一届令人难忘的奥运盛会。享
受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欣赏大自然的生态之美，感
受融入细节的环保理念，北京冬奥会给参赛的运动员
和来宾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蓝天白云，空气清澈，高水准的雪道，与远处的
长城辉映；载誉的“雪游龙”，与连绵的森林依存；
首钢滑雪大跳台，与炫酷的工业遗存相伴。走出“鸟
巢”，登上奥林匹克塔，东方古都璀璨的中轴线尽收
眼底……

双奥之城，必是绿色之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绿色办奥，就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为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伴随冬奥之旅，首
都北京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历程。如果说，冬
季奥林匹克，是人类在冰雪严寒中对自身极限的挑
战，那么，对北京来说，冬奥之旅，也是一个城市迈
向绿色发展的极限挑战之旅，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践之旅。面对新的发展问题，奉献了夏季奥运会
的北京，再一次交上了精彩答卷。

空气清澈 森林连绵
生物多样性展现东方样本

这里是小海陀山，冰雪生辉，山河壮美。经历了
冬奥会的北京延庆赛区，已闻名世界。高山滑雪的7
条雪道，犹如白色的瀑布，自山顶飞挂而下；作为人
工造雪水源地之一，白河堡水库冰封的湖面美如翡
翠，纯净无瑕。

海拔落差 2000 多米，延庆赛区建设过程极为艰
苦，“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的理念，牢牢坚
守。谷底有长虫沟，毒蛇要防、不能伤；山顶有草
甸，施工移动全部手工剥离、带土复原；山腰溪流
中，北京水毛茛安然栖居。这毫不起眼的水草，是专
家眼中的珍宝，它是北京地域零星分布的特有物种，
奥委会专家称之为“北京冬奥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天
然标志”，他们对延庆赛区的生态保护考察，细致入
微，“十分满意”。

赛区，是北京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6年间，北
京的林木覆盖率逐年提高，占地域 62%的环北京山
区，由燕山和太行山余脉组成，已全部列入生态涵养
区，只保护不开发，为超大城市构建生态屏障。

让蓝天绿水青山成为大国首都的亮丽底色，愿景
美好，曾经的形势，却无比严峻！冬奥申办成功的
2015 年，北京 PM2.5 年平均浓度为 80.6 微克/立方
米，超过国家标准130%，重污染46天，几乎平均每
周有一天重污染！

“抱定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蓝
天保卫战。”这是申办的承诺，也是中国的决心。超
常规举措，带来超常规实效。2021年，北京市大气环
境中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降至33 微克/立方
米，空气质量6项指标全面达标，大气污染治理取得
里程碑式突破。联合国环境署表示，在保持社会经济
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有效改善空气质量，北京堪称城市
典范。

河湖相连，水质全面还清，国家考核断面水体全
部达标，优良比例达68%，劣V类断面全面消除。永
定河、潮白河等五大主干河流26年来全部重现“流
动的河”、贯通入海。地下水回升，81处干涸多年的
泉眼复涌。

绿起来，美起来，更要活起来。从 2018 年开
始，北京市持续推进大尺度绿化，突出生态系统完整
性，包括候鸟在内的野生动物种群逐步增长。北京野
生鸟类占全国鸟类种数比例超过1/3，成为世界上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画面随处可见。

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冬奥效应”同样席卷
而来。京津冀三地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率先突破口，
持续深化合作，不断创新完善协作机制，协同治理取
得明显成效，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同步、大幅改善，
群众的幸福感持续增强。

结构转型 数字引领
绿色产业赢得澎湃动能

奥运会的巨大影响力，在于赛事的高度聚焦，还
在于通过筹办和举办，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发展，
产生整体带动作用。如何带动绿色环保，如何实现可
持续发展，是近年来不断被重复的奥运之问。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有必要给出中国答卷。
“没想到有一天我能服务冬奥。”国家速滑馆制冰

师王诗存，6年前还是开小作坊的师傅，冬奥会的筹
办，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同为制冰师的刘博
强，原来是首钢的轧钢工人，6年间他实现了“火与
冰”的跨界。

重在参与的奥运理念，也融入双奥之城绿色发展
的实践，这是一场千万人共同参与的时代旅程。2000
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 年奥运会，百年首钢外迁河
北，北京叫响 “绿色奥运”。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
2022年冬季奥运会，2016年，北京冬奥组委正式入驻
首钢园区，北京开启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之旅。

告别污染企业，开出禁限目录，是无数次的坚韧
与坚持。

北京先后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累计近 3000 家，
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累计约 1000
个，首钢迁入河北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成
为零排放的新型钢铁企业。北京还制定实施了全国首
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
超过1/3的产业全市禁限，不予登记业务累计近2.4万
件。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带动人工智能、5G 通信、
航天卫星、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迅速兴起。

构建绿色结构，实现智慧转型，是一次次的蜕变
和新生。

大兴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6年前还是设施陈
旧、烟尘飞扬的燃煤供热厂，如今，煤渣池变成西餐
厅，“输煤廊”成为“书媒廊”。首钢工业园区，曾经
的工业遗址，经过顶级设计师的精心规划，成为城市
复兴的新地标。三一重工灯塔工厂、小米无人工厂、
京东方智造……一批高速运转的智慧工厂，向人们展
示中国智造未来工厂的模样。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
成为北京发展的“双引擎”。冬奥开幕前夕，北京以
2021年数字经济占比达41.7%，经济总量迈上4万亿
新台阶的硕果，为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交上了精
彩的中国答卷。

双碳目标 前景可期
低碳减排展现可持续未来

北京冬奥会，已成为历史上“最绿色”的冬奥
会。首钢园区的生态示范，步履不停，与之遥相呼应
的，是北京全新规划的城市副中心，一个绿色低碳的
新城。

“先规划生态，再规划产业”“先建绿，再建城”
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全新路径。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西北部，形似“粮仓”的剧院、形如“赤印”的图
书馆、“帆船”状博物馆等三大建筑采用复合式能源
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207吨。北京城
市副中心已然成为北京践行低碳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试验田，新建公共建筑全部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
准、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耗能下降了35%……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首都，北京借筹办之东
风，致力于当“领头羊”。减煤，是北京双奥城市建
设中减少碳排放的接力长跑。

产煤、烧煤，曾是北京千百年的传统。在 2008
年奥运会筹办中，减少燃煤是重头戏。而在此次冬奥
会筹办中，实现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则是不容动摇
的根本任务。到2021年，北京的燃煤消费已不足150
万吨，占全市能源消费比重降至1.5%！与此同时，清
洁能源大放光彩，怀来的光能，张北的风能，延庆的
水电，一起发光发热，助力北京冬奥会实现所有场馆
绿色电力全部覆盖。

绿色出行成为市民首选，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深入
人心。2021 年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 30.7 亿人
次，同比增长34%。

全面推进能源、建筑、产业、交通等领域低碳转
型，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完善碳排放控制管理制
度，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快构建法制化、
市场化、精细化的低碳治理体系……北京在全球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中彰显负责任大国首都形象。

“一朝奥运城市，永远的奥林匹克之城”，北京冬
奥会丰厚的奥运遗产将长久造福城市、造福人民。根
据北京新版城市总规划，到2050 年北京将全面建成
更高水平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成为超大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典范。

未来感满满的开幕式，科技
范十足的竞赛场，黑科技加持的
运动装备，新技术带来的全新观
赛 体 验 …… 刚 刚 结 束 的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 科 技 点 燃 冰
雪，新技术大放异彩。奔涌的科
创之力，让“双奥之城”北京，
闪耀出新的时代光芒。火炬已经
熄灭，一起向未来，科技创新将
为这座千年古都持续赋能。

冰雪盛会 插上科技
翅膀

出发、起跳，腾空、落地……
在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
台的项目中，中国队运动员谷爱
凌夺得金牌创造了历史。而在她
的夺金时刻，通过视频观看的观
众惊喜地发现，谷爱凌仿佛拥有
了“分身术”：从起跳到落地，
多个身姿组成的腾空轨迹在同一
画面中定格。在“时间切片”技
术的帮助下，从未有过的观赛视
角，让人大呼过瘾。

回顾北京冬奥会，创新无处
不在，科技随处可见。雪场里，高
精度气象预报系统实现“百米级、
分钟级”预报；冰面上，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冷制冰技术造就“最快的
冰”；场馆中，生物气溶胶新冠病毒
核酸监测系统筑牢防疫屏障……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通过
数字孪生和智能化集成，新建的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还拥有一
个充满智慧的“超级大脑”。在
接入36个系统、近10万点实时
数据后，它“有感觉，会呼吸，
有记忆，会思考”，支持毫秒级
管控。工程总工李久林自豪地
说，“智慧”源自一颗完全自主
的“中国心”。

据统计，本届冬奥会上，共
有212项技术落地应用，其中33
项技术为首次使用。这里面既有
科研机构的贡献，也有一批新型
显示、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
料等领域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攻
关。冬奥会是北京科技创新成果
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科创领域

“产学研用”全链条、全动员的
一次检验与实践。

冬奥成果 助力城市
发展

如同 2008 年夏季奥运会闭
幕后一样，如今“后冬奥时代”
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冬
奥的科技成果在未来将如何应
用？在未来北京的城市发展中将
发挥怎样的作用？

此次冬奥会上，氢能的应用
是一个典型案例：2008 年北京
夏奥会，我国首座车用加氢站在
京建成，氢燃料电池汽车实现了

“0”的突破，3辆氢燃料电池汽
车在奥运会期间投放运行。2022
年，氢成为冬奥会火炬唯一燃
料，816辆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
赛事保障运输主力。

“北京作为‘双奥’之城，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遗产已经
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北京市科
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许强表
示，在后冬奥时代，北京将在城
市发展中，持续为科技冬奥成果
提供应用场景，使冬奥科技成果
从冬奥会走向城市发展的应用
场，飞入寻常百姓家。“冬奥会
的宝贵财富，将成为推动北京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科技强国
建设的新动力。”许强说。

据了解，在冬奥会中广泛应用
的智慧场馆技术，目前已开始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些大型公共建
筑和枢纽型建筑，进行推广并逐
步应用。此外，在绿色环保领域，
北京正加快燃料电池商用车技
术、绿电技术、二氧化碳制冰技术
等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广普及。

许强介绍，北京还将面向产
业升级，加速培育龙头企业。推
广应用“云转播”技术、8K 高
清视频技术、服务型智能机器人
等，加强智能技术场景应用与体
验布局，助力北京数字经济标杆
城市建设，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
业，打造“北京智造”品牌，助
力科技型企业加速发展。

科技创新 点亮美好
未来

从申办、筹办到完美收官，
科技创新贯穿北京冬奥始终，融
入冰雪盛会的方方面面。而在这
一过程中，首都北京的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也跑出了加速度。

中关村、怀柔、昌平，3个
国家实验室全新成立，量子信息
科学研究院、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中心、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8
家瞄准“制高点”的新型研发机
构先后问世，新的体制机制激活
创新创造。

京郊怀柔，雁栖湖畔一座夯
实基础研究的科学城已然成形。
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空间环
境地基综合监测网（子午工程二
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群正在这里加速形成，支撑原始
创新的力量在这里集聚。未来，
这里的大科学装置将供全球科学
家共享。

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
革举措正在顺序铺展，昔日中国
互联网的诞生地，今天已成为全
球人工智能的新高地。“这就像是
二次创业。”中关村的企业家们
说，“迎着困难上的才是村里人。”
冬奥申办成功的2015年，中关村
企业实现总收入 4.07 万亿元；
2021年，中关村企业总收入预计
达到 8 万亿元，翻了近一倍。全
球最大的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模
型、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新
型区块链底层平台技术……一批
重大原创成果，成为新技术新产
业的重要支撑。

几年间，数字化潮起京城。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交易火
爆，5 万多个 5G 基站遍布城
区，全球首个网联云控式高级别
自动驾驶示范区迭代升级……目
前，北京城市的“七通一平”数
字底座已然成型。未来的北京，
在科技的赋能下，城市将变得更
智慧，服务变得更周到，运转变
得更高效。

氢，被认为是21世纪理想的清洁能源，是应对气
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对于能源结构调
整、产业低碳发展、“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冬奥会，因绿色环保新技术大量运用，被称
为“最绿色”的冬奥会，产生的碳排放量全部实现中
和。这“最绿色”背后，氢能是一大功臣。

作为 “双奥之城”，北京举行的两届奥运会都与
氢有“缘”。2008年北京夏奥会，实现了氢燃料电池
汽车“0”的突破；2022年冬奥会，实现了氢能和氢
燃料电池汽车“1到100”的突破。2008年，3辆氢燃
料电池汽车在奥运会期间投放运行，我国首座车用加
氢站在京建成；2022 年，氢作为冬奥会火炬唯一燃
料，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运输主力，氢能和氢燃料电
池汽车开始规模化应用。

氢燃料电池汽车，被称为“终极环保车”。行驶
过程中，氢燃料电池汽车只排放水。寒冷环境下，氢
燃料电池汽车可实现-30℃低温启动、-40℃低温存放

和停机自动保护，大巴车续航里程可达 400 公里以
上。北京冬奥会共计投入使用 816 辆氢燃料电池汽
车，作为主运力开展示范运营服务，是迄今为止在重
大国际赛事中投入规模最大的；其中大巴车数辆，创
下有史以来氢燃料电池大型客车服务国际级运动赛事
数量最多的纪录。

冬奥会的氢，在地上，也在空中。
与往届奥运会使用液化天然气或丙烷等气体作为

火炬燃料有所不同，北京冬奥会火炬“飞扬”是用氢
点燃的。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套高压储氢火
炬，氢是唯一燃料。主火炬和手持火炬，由在京的科
研机构历经两年联合攻关，先后解决了氢火焰可视
性、复杂曲面适应性、大比例减压、氢安全利用、氢
燃料储存等诸多技术难题。

北京冬奥会为氢能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提供了世界级舞台，中国的氢能技术正在从实验到实
用，快速蜕变。

雪中送炭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雨雪天气，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

发挥管内大秦线、瓦日线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作用，确保电煤运输。
截至2月17日，太原局集团公司累计装运煤炭突破3200万吨，日均
装车达25000车，较去年同期增长240车，有力保障了全国各大电厂
用煤需求。

图为满载电煤的2万吨重载列车运行在大秦线上。 张 炯摄

绿色办奥，就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冬奥会打
下美丽中国底色。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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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之旅，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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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氢能的世界级舞台
竞 若

冬奥会，氢能的世界级舞台
竞 若

国家速滑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冰丝带””是北京是北京20222022年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年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摄摄

春暖花开的时节春暖花开的时节，，市民到永定河畔休闲赏花市民到永定河畔休闲赏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欣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