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周薇 张旭│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于彧│２０14年 12月 19日·星期五12

相信很多 北 京 人 都 记 得 ，
1989年在北海举行过一次冰灯
节， 当时到北海公园玩儿冰滑梯
是很多北京人非常美妙的 “人生
片段”。 但是自那之后， 由于天
气、 冰价等原因， 北京人想看冰
灯 ， 只能去哈尔滨了 。 今年年
末， 北京人看冰灯这个景儿的愿
望即将实现， 25年后冰灯再度点
亮在京城。 12月30日到明年2月
13日， 由北京市总工会、 哈尔滨
市政府主办， 北京2022冬季奥运
会申办委员会全程支持的 “冰城
灯都迎冬奥” 冬季冰灯会将在工
人体育场亮相， 这个冬天， 看冰
灯彩灯再也不用驱车千里， 在家
门口就可以观赏了。 工人体育场
号称北京人 “最后的四合院 ”，
在这样一个人文色彩极其浓厚的
地方点亮冰灯， 迎接新年、 祈盼
冬奥申办成功 ， 真是再合适不
过。

冬奥、 年味儿是主题

冰灯重返北京， 主题是 “迎
冬奥”。 申办2022年冬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 是北京市民都很关心
的一件大事。 奥运会不仅仅是体
育比赛的竞争， 更是传达申办或
举办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冰灯是冬天的一个 “奇景”， 表
达人们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与
冬奥会 “更高、 更快、 更强” 的
体育精神十分契合。 记者进入到
工体内场， 看到冰灯会的施工现
场， 有很多冬奥元素， 冬奥会的
标志随处可见。 组织者还专门拿
出一个展区宣传冬奥， 为冬奥会
申办助威， 这个展区除了冰雕、
雪雕， 还将有不少跟冬奥会有关
的展品与游人见面， 比如近几届
冬奥会的奥运火炬。 同期在工体

人工湖举办的传统游艺活动 “冰
雪嘉年华”， 也将融入大量的冬
奥元素。 为了配合本次 “冰城灯
都迎冬奥” 的主题活动， 中国邮
政体育邮局将发行活动首日封、
纪念邮册等专题邮品以及助力冬
奥主题产品， 同时推出相关风景
日戳、 纪念邮戳等， 供广大集邮
朋友加盖。

助威申办冬奥是一个主题 ，
而过年则是另外一个主题。 此次
“冰灯节” 年味儿很浓， 记者在
工体内场转了一大圈， 突出的感
觉就是氛围喜庆。 当您进入到工
体的北门， 可以看到内场跑道上
有三个大棚 ， 而足球场场地被
6000平方米的桃花灯海覆盖， 可
以想象， 天色暗下之后， 粉红的
桃花海会多么灿烂。 体育场的大
部分空间都被有效利用， 看台上
有很多具有年味儿、 北京特色的
花灯 ， 这些花灯都是来自号称
“灯都” 的四川自贡花灯。 在西
南侧看台上， 有 “一碗” 大大的
“炸酱面花灯”， 活灵活现， 让人
垂涎欲滴。 在这里， 游人会真切
地感受到， 2015新年到了， 中国
年也快到了。 三个展出大棚内，
也有不同的主题———有老北京主
题 ， 里面可以看到冰雪造的天
坛 、 卧佛寺 、 玲珑塔等北京景
观； 有刚才提到的冬奥会主题 ；
有哈尔滨传统冰灯主题。

为保恒温工体付出巨大努力

工人体育场是北京的一张名
片， 也是北京人的 “脸面”， 在
这里举办任何活动， 都要力求精
益求精。 筹备此次冰灯节的过程
并不轻松， 甚至可以说是艰难。

在北京办冰灯节， 最大的困
难是气候。 北京不似哈尔滨这样

的东北城市那般寒冷， 加上这几
年北京又屡逢暖冬， 这样的气候
决定了北京人不可能像哈尔滨人
那样在露天公园里观赏冰灯。 为
解决这一关键性技术难题， 组织
者特邀加拿大设计师为工人体育
场量体裁衣， 定制了4000平方米
堪称 “室内灯会世界之最” 的超
大库棚 ， 以保证足够强的密闭
性、 遮光性、 恒温性。 根据哈尔
滨冰灯节的经验， 冰灯的临界点
是零下3度， 这个温度上冰灯有
可能融化， 因此虽然有了大棚，
但还要考虑到大批游人进入后散
发热量， 为此组织者调集30台40
千瓦可移动制冷机， 确保灯会开
放时大棚昼夜恒温在零下5度 。
昨天下午， 记者在大棚里体会了
一把这里的 “寒冷”， 北京昨天
下午室外的气温大约是5度左右，
谈不上暖和， 但并不感觉冷。 而
进入到大棚后 ， 记者明显感觉
“冷气嗖嗖”， 手揣兜里才觉得暖
和一点儿 ， 感觉棚内棚外像是
“两个季节”。

冰灯节需要大量的冰雪， 这
场冰灯会需要3000吨天然野冰和
1500吨人工雪。 天然野冰的采集
付出了主办方巨大的努力， 这些
野 冰 是 从 河 北 张 家 口 和 内 蒙
古 等 地 一卡车一卡车运来的 。
每辆卡车装的冰有200公斤， 到
昨天为止已经运送了11天80多辆
车次 （运送还要在未来几天继续
进行）。 据工体中心副主任马颖
回忆， 卸第一车冰的时候， 整整
花了5个小时。 来自哈尔滨的冰
灯团队人士对运到工体的天然冰
大加赞赏， 认为这是他们多年来
看到的 “最好的冰”。 正是工体
等主办方不懈的努力， 才能让北
京人舒舒服服地在家门口享受冰
灯节。

冰灯节在工人体育场举办，
很多北京球迷都关心， 工体的草
皮能否得到保护？ 明年2月17日
（大年二十九） 国安主场的亚冠
资格赛能否在工体踢？

其实 ， 工体的草皮是每个
工体人的 “眼珠子 ” ， 不存在
保 护 不 力 的 可 能 。 记 者 昨 天
进入工体内场亲眼得见 ， 场地
内虽然覆盖了 “桃花灯海”， 但
是每支桃花灯都并不是直接插到
场地上， 而是有一个5厘米的保
护隔断 ， 草皮盖着厚厚的保护
膜。

工体对草皮的保护措施， 其

实跟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
所有三个展区都设在跑道上， 也
不存在游人踩踏场地的可能， 所
以冰灯节对草皮没有任何不好的
影响。 如果在2月17日比赛， 基
本上能够保证草皮质量。 工体中
心主任原浩告诉记者： “到现在
为止， 这场亚冠资格赛还是确定
在工人体育场进行， 目前还没有
变化。”

不过， 工体几位相关负责场
地的人士， 也对草皮有些担忧。
不是对这场比赛担忧， 而是对未
来草皮的质量有些疑虑。 今年工
体也是在2月中旬迎来了国安亚

冠的首场比赛， 但明年的情况跟
今年有很大不同。 明年国安比赛
的时候， 虽然 “阳历” 的时间跟
今年首场比赛差不多， 但是 “阴
历” 时间相差不少。 今年比赛时
春节已过 ， 春意渐浓 、 万物复
苏， 草皮的生长态势是向上的。
而明年2月中旬时， 春节还没有
到， 正是寒冬季节， 草皮正处于
比较 “娇弱” 的时期。

如何让国安的比赛顺利进
行， 同时保证工体的草皮质量不
因为2月17日的比赛受到大的破
坏， 显然还需要多方面的协商来
解决。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无忧

欢喜 时隔25年
冰灯重返四九城

此次冰灯节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重要载体。

工人们用 “最好的冰” 打造冬季奇景。

具有年味儿、 北京特色是此次冰灯节的主题之一。

冰灯节三个展区将被置于跑道上， 对草皮无影响。

冰灯节对工体草
皮无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