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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价值，需要世界各
地的人们一起在未来实现
3

依据国际奥委会给出的定义，奥运遗产是
实现奥运会愿景的结果，包含所有通过举办奥
运会，为公众、城市和区域发展以及奥林匹克
运动创造的或加速带来的有形和无形长期收
益。北京冬奥会发布的“冬奥遗产”，体现了奥
运遗产的精髓，显示了世界遗产运动在可持续
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和应用程度。

冬奥遗产，会真正成为世界遗产吗？
奥运历史、奥林匹克精神，一定会在人

类历史上留下重要足迹。多年以后，当生活
中已经远离了高耗能、非环保、不清洁、难
以持续的生活方式，人们一定会开始寻迹这
些新生活的起点和重要节点。在2022年冬奥
会、冬残奥会举办之前，还从未有以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进行的奥运实践。此次冬奥会留
下的系统、过程和细节以及体现在文化内涵
和社会影响等领域的价值，都有着重要的示
范意义。

这只是开始。
2 月 20 日晚，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

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将接棒北
京。奥林匹克精神、可持续的奥运理念和冬
奥遗产，也从北京传递下去。

2024 年，世界将迎来巴黎奥运会。米

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巴黎……他们会继续
呈现可持续发展的精彩吗？又将用怎样的城
市规模和细节表述我们的未来？

意大利奥委会秘书长兼意大利冬奥代表
团团长卡洛·莫纳蒂说，中国提出的“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使得奥运会走向一个
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维度，即可持续性——不仅
是经济上的可持续，更是生态上的可持续。莫
纳蒂表示，北京冬奥会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可持续性实践，体

现了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统
筹下的全球一致。从世界遗产的角度来审视
2022、2024、2026 以及未来更多的奥运盛
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将是不变的主题，会
在不断创新中延续和递进。每一届盛会都会
留下新的奥运遗产并最终汇聚成为世界遗产
的重要内容。

我希望所有的智慧和创造都能被铭记
下来；当然，更希望北京这座“双奥之城”，
成为其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座里程碑。

北京冬奥会筹办 6 年多来，
在奥林匹克教育、冰雪进校园、
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和包容性社
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城市
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和规范全面
提升，由此带动了全社会的文明
进步。

2 月 20 日 晚 ，
北京第二十四届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闭幕式在国家体育
场举行。

图为会旗交接
仪式。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1 “双奥之城”展现了对可
持续发展的承诺、规划和实施

河北省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与张
北 500 千伏柔性直流工程相配套的北
京冬奥会绿色能源重点工程，工程总
装机容量 360 万千瓦，是世界上装机
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有世界最
大的“充电宝”之称。首台机组于
2021年12月底投产发电。

电站有上、下两个水库，落差
425 米。在用电低谷时使用多余风电
和光电将水从下水库抽至上水库，相
当于储存电能，在用电高峰期再放水
至下水库发电。

工程首要任务，是为冬奥会输送清
洁能源及保证赛事用电安全。每年可
消纳过剩电能 88 亿千瓦时，年发电量
66.12亿千瓦时，可满足260万户家庭一
年的用电，年可节约标准煤48.08万吨，
可减少碳排
放 120 万吨，
相当于造林
16000公顷。

世界最大的“充电宝”——

丰宁抽水蓄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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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际奥委会颁布《奥林
匹克 2020 议程》，提出申奥运的过程
应“关注可持续性和遗产”。国际奥
委会应在举办城市和其他机构的支持
下，长期评估和监测对奥运遗产的利
用。最新颁布的《奥林匹克2020+5议
程》包含5大支柱，分别是团结、数
字化、可持续、公信力以及经济和金
融方面的韧性。

2021年12月，北京市发布了《大
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这一标
准结合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实践成果
和往届奥运会等大型活动可持续性实
践经验，明显带有“冬奥遗产”的特
征。其中规定了建立可持续性管理组
织机构和团队，明确可持续性愿景、
方针、目标，制定管理要求和工作制
度、工作计划，编制措施清单并组织
实施及后期评估。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框架示意图

北京 2008 年和
2022 年两届奥运会
的办赛理念与城市
长远发展目标高度
契合，奥林匹克精
神全面融入城市发
展。两届奥运会持
续带动了北京经济
发展和基础设施以
及环境改善，激发
了广大市民参与体
育锻炼的积极性。

从 1919 年建厂，
到北京奥运会前搬
迁，再到成为北京冬
奥组委办公地点和首
钢大跳台所在地，建
设北京冬季奥林匹克
公园。跨越百年的首
钢园区成为奥林匹克
运动推动城市创新发
展、世界工业遗产再
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
景观样本。

延 庆 、 张 家 口
赛 区 在 施 工 过 程
中，同步实施生态
修复。在连接各个
赛区的线路上，到
处可以看到生态保
护景观。

2 冬奥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
物和文化遗产价值

（本文图表照片除署
名外，皆选自北京
冬奥组委官方网站）

延伸阅读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我有了第
一辆带专业车队涂装标识的公路自行车。它
骑起来飞快，引人注目。我绕着北京长安街
和国家体育场“鸟巢”往返“刷街”。

骑行对环境的需求明显带动了周边的变
化。沿长安街一直向西，叠嶂群山的脚下就是
厂房绵延的首钢。2008年时，它已经完成了搬
迁，我们好奇它的未来并慢慢记录演变。连接
北京城区经八达岭、青龙桥前往延庆的S2线
车厢内，周末会挤满了一排排的公路自行车。
那时的北京街道骑行条件一级棒，但空气质量
还未达到现在的水平。朝阳升起、夕阳落下，还
不会像今天这样为城市涂抹出灿烂的色彩，那
壮观、常态的景象令人心动而迷恋。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时光又过去了
14年。冬奥会带来的滑雪、冰壶、自由式滑
雪大跳台已为更多人熟知。2008年的夏季带
动了许多人将体育运动融入生活日常，但还
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在意周边的环境：
水、空气、鸟儿的回归甚至垃圾分类，也不
会刻意寻找自己城市以“双奥之城”呈现的
遗产地精神，当然也还未将体育与可持续的
生活如此密切联系在一起。

2015 年 7 月，北京-张家口赢得 2022 年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这是一届真正从申办、筹办到举办全过程践
行国际奥委会 《奥林匹克2020 议程》、将可
持续性要求融入赛事筹办和举办全过程的奥
运会。于是，与2008年不同，我们在北京冬
奥会上感受到了双重层次的故事呈现：第一
重当然是源自体育运动的精彩，公平竞争激
励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相互理解、尊敬和团
结；第二重则比2008年更新颖、更明确和凸
显：如何共同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些
故事包含了承诺、规划、实施及示范，也通过北
京冬奥会的赛场建筑群、科技创新项目、区域
发展效果和社会进步详细描绘开来——在这
14 年间，“双奥之城”北京，递进式地展示
了信心和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

这中间还出现过一个“间奏曲”。2011
年至2014年，北京举办了多届“环北京职业
公路自行车赛”。这是与环法自行车赛同级别
的国际自盟 （UCI） 最高级别赛事。2014届

“环京赛”恰逢2022 年冬奥会申办前夜，组
委会便新增了张家口赛段。

记者连续3年采访了“环京赛”。延庆、
崇礼都是赛段节点。从那时起，奥运对我们
生活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了更为宏观的“区

域”、“风貌”和“景观”；体育遗产带来的遗
产地精神也让如同我这样的普通人产生了丰
富的内心感受和强烈的外在表达愿望。

从文物和文化遗产视角，这一切也为北
京冬奥会和“双奥之城”增添了更多的历
史、科学、艺术和社会文化价值内涵。

2022 年 1 月 13 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
《可持续·向未来——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
报告（赛前）》，1月19日，发布了《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2 月
11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
例报告集（2022）》发布。这些报告总结了冬奥
会举办中可持续工作的阶段性进展，以“冬奥
遗产”阐释了本届冬奥会留给城市、社会、世界
和未来的成果与机会。

实现可持续性是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
的承诺。北京冬奥组委会同北京市政府、河北
省政府及相关方面联合研究制定并发布了《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
确定了“可持续·向未来”的愿景以及“创造奥
运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新典范”的目标并融入筹
办、赛时、赛后各个阶段。

本届冬奥会，留下了哪些值得被铭记的
智慧和成就？

北京冬奥会创造了最大规模的绿色生态
赛区。北京赛区使用6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
场馆；张家口赛区对现有云顶滑雪公园雪道
改造；北京冬奥组委总部办公场所由首钢园
区原有工业设施改造。6个新建室内场馆全
部通过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认证，7个雪上
场馆全部获得 《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
准》 三星级认证，3个改造场馆获得绿色建
筑二星级标准认证。

在延庆赛区，通过减少夜间施工、建设
动物通道、布设人工鸟巢，最大化减少对动
物及栖息地的影响。延庆赛区内建设5个就

地保护小区，在延庆赛区山下建设近地保护
小区。移植保护植物1万多株；建设300亩的
迁地保护基地。目前，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
区已全部完成生态修复工作。

北京举办了一届碳中和的冬奥会。北京
冬奥会推动建立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机制，
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所有场馆赛时常规
电力需求100%由可再生能源供应。通过推进

低碳场馆建设，建设3个超低能耗示范建设
工程，在4个冰上场馆创新采用二氧化碳跨
临界直冷制冰技术。

北京冬奥会期间使用的小客车100%都是
使用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在全部车辆中占
比84.9%，为历届冬奥会最高。

北京冬奥组委还建立碳补偿工作机制，
通过林业碳汇、合作伙伴赞助核证自愿减排
量、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推广碳普惠制，以
此抵消北京冬奥会筹办所产生的碳排放。

在北京冬奥会长期筹办过程中，产生了
一大批创新性的做法、措施尤其是示范性的
场馆。这些成果凝聚了冬奥建设者的智慧，
对未来奥运会和大型活动的筹办和举办有借
鉴作用。

以建筑群和风貌景观为基础，北京冬奥会
的成果值得从文物和文化遗产视角予以关注。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承担短道速滑和
花样滑冰比赛的首都体育馆，历史价值最为
丰富，最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

首都体育馆建于 1968 年，是本届冬奥会
北京赛区历史最为悠久的体育场馆。“修旧如
旧”是此次改造中遵循的原则。改建后的首都
体育馆外表保留了典雅的米色墙面、深色的玻
璃窗以及缀满直线条装饰的外立面。场馆南侧
观众区的主入口及北侧贵宾接待入口的台阶
曾经见证了1971年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及2008
年北京奥运会，此次改造依然原样保留。但场
馆内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升级后的首都
体育馆采用了低碳节能技术。包括二氧化碳
跨临界直冷技术制冰，碳排放趋近于零，冰
面温差可控制在 0.5 摄氏度以内，较传统方
式，效能提升30%。

早在2007年，首都体育馆就被列入《北
京市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录》。现在，人们
在这里又处处可以体会文物的科技价值所展
现的细节：在走廊、休息厅、地下车库等一
般照明区域的墙面设置了智能照明控制器、
顶板设红外感应传感器和照度传感器。靠近
外窗区域采用独立控制，充分利用天然采
光。照明设备在布设上避免对冰面直射或对
摄像机的反射，避免因灯光照射影响冰面质
量。同时采用智能照明系统，按照使用功能
及照明等级需求灵活切换照明模式……

2017年9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确定了
单板大跳台首钢园区选址方案。2018 年 7
月，国际奥委会确认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增加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项目。冬奥会使得坐
落于首钢老工业园区北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
（“雪飞天”） 名气在外，佳话频出。所以
这项工业遗产今后最有可能成为世界著名的
工业遗产案例。首钢滑雪大跳台“嵌入”了
首钢工业园区风貌中，除跳台本体外，其配
套设施全部由原有的老厂房和工业建筑修缮
改造。设计巧妙又同步考虑了未来应用。这
一切都有助于其成为资源再利用和城市复兴
的新地标。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位于崇礼古杨树场馆
群北侧，赛道主要分布在东西向的山谷内。
场馆建设全过程都融入了可持续性理念，既
实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也刻意将
体育环境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在进行赛场
设计时，从赛道外引出一条通往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明长城遗址——古杨树段的热身
赛道。没有破坏文化遗产的同时，又让长城
文化元素与冬奥文化相互融合。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在灯杆施工过程中力
求不移动和破坏一棵原生树木，针对规划赛
道上原有的大树，特别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弯
道，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树木与溪流，同
时充分体现了这项源于“雪中狩猎”项目的
激情与乐趣。

北京冬奥会这些真实、完整的过程呈现，
既是冬奥遗产成就，也为其中重要的典型案
例、建筑群进一步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体育遗
产乃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