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
改变“靠天呼吸” 困局

北京冬奥申委环境专家宋
强指出 ， 冬奥会将形成强大的
推动力， 帮助京津冀治理环境。

有专家指出 ， 环境治理最
终将取决于发展理念 、 治理力
度等变量， 要改变 “靠天呼吸”
的困局 ， 承办冬奥会是契机 ，
减排仍是硬道理 ， 须重点从控
制首都及周边区域的燃煤污染、
工业污染 、 机动车污染入手 ，
坚定环境优先发展方针 ， 同时
逐步调整国家能源结构。

自2013年起 ， 北京实施为
期五年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
投入1300亿美元， 对汽车排放、
燃煤排放等影响空气质量的因
素 ， 采取84项具体措施 ， 效果
显著 。 目前 ， 北京还在研究制

定2018－2022年的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 ， 标准更高 、 措施更严 、
工作力度更大 ， 北京及周边各
省区市已建立联防联控联治联
动的机制。

京津冀三地已签订大气污
染防治合作协议 ， 今年 ， 北京
市将投入4．6亿元支持河北省的
廊坊市 、 保定市的大气治理 。
天津也将投入4亿元支持唐山 、
沧州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
会以来的持续减排措施效果明
显 ， 环境效益逐步释放 。 今年
上半年， 京、 津、 冀、 晋、 鲁、
蒙、 豫七省区市ＰＭ2．5浓度同比
下降15．4％； 其中， 京津冀区域
ＰＭ2．5平均浓度为78微克 ／立方
米， 同比下降22．1％。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
院长王金南表示，下一步有望设
立“京津冀生态环境红线”，构筑
“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同体”。

产业：
冰雪消费高歌猛进

相关资料显示 ， 上世纪90
年代 ， 全国仅有 8家 滑 雪 场 。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 ， 全国滑
雪场达到200多个。 如今， 滑雪
场的数量可能远超这个数字 。
冰雪运动的繁荣发展 ， 必将形
成新的体育消费热点。

2014年 12月至 2015年 2月 ，
“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 ” 举行 ，
整个冰雪季系列活动吸引了超
过300万人次的市民参与。 北京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 北
京的室外冰场2014年增加了不
少 ， 滑雪场 、 冰场生意红火 ，

促使冰雪设施和滑雪 、 滑冰用
具热销 ， 进一步促进了体育产
业发展。

张家口市市长侯亮说 ， 近
年 来 ， 崇 礼 滑 雪 持 续 升 温 ，
2014至2015雪季 ， 滑雪旅游人
数达到了167万人次， 旅游收入
11．7亿元 。 在崇礼滑雪的带动
下 ， 张北 、 赤城 、 沽源 、 康保
等县一批冰雪场地 、 设施相继
建成 ， 张家口冰雪产业蓬勃发
展、 欣欣向荣。

张家口市商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 ， 未来几年 ， 张家口将
借助冬奥机遇 ， 集中力量把冰
雪产业打造成全市的支柱产业。

冰雪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
冰雪概念股的增长。

国务院2014年 10月印发的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 提出 ， 抓
好潜力产业 。 以冰雪运动等特
色项目为突破口 ， 促进健身休
闲项目的普及和提高 。 此次申
办 2022年 冬 奥 会 ， 我 国 提 出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 的
目标 ， 这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和
冬季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前
所未有的机遇。

尽管冰雪运动所带来的投
资无法预算， 但若以 “带动3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5%
的滑雪人口比例 ” 以及 “人均
活动消费500元/年 ” 的假设测
算的话， 国内冰雪产业未来每
年将创造活动收入 325亿元左
右， 以较为正常的1： 10的规模
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测算的话，
冰雪运动带动的其他关联产业
收入将达到3000亿元以上。

然而，在我国冰雪服务业一

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得不正视
一个问题，我国冰雪制造业的发
展还没有形成气候，滑雪设备与
滑雪用品国产化水平较低，滑雪
产业链还没有真正形成。

交通：
“京张延” 畅通无阻

原本就四通八达的京张地
区又开始努力建设一个更现代
化的交通运输体系 。 再一次的
升级将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提
供由高速公路 、 铁路及航空组
成的多位立体交通服务。

公路方面现有先进的京藏
高速 （G6） 、 京新高速 （G7）
和110国道连接着北京城区、 延
庆、 张家口三个场馆群。 此外，
冬奥会前还计划新建一条京北
路 ， 使三地间的公路交通基础
设施进一步升级。

铁路方面京张高铁可以说
是 2022年 冬 奥 会 交 通 建 设 的
“重头戏 ”， 国家京张高速铁路
早在去年就开工建设 ， 预计时
速将高达300千米/小时。 届时，
从北京市区到张家口时间将缩
短至1小时以内。

观赛：
不出国门看奥运

以往想要见识奥运级别的
比赛 ， 冰雪爱好者不得不选择
出国 ， 高昂的交通和住宿成本
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 如今在家
门口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 ，
交通住宿花费大大降低 ， 让我
们能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冬奥
之行。

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当
下， 申办冬奥所带来的巨大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可想象。 北
京联合张家口主办2022年冬奥
会 ， 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 中国申办
的又一个顶级的国际盛会， 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
密相连、 息息相关。 这一次的申
办有利于进一步展示中国形象，
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发展
冬季运动， 推动中国从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 促进京津冀地
区协同发展， 推动健身、 休闲、
文化、 旅游等产业转型升级； 加
速城市环境特别是大气污染治
理， 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提升民
众健康水平。

■■段段言言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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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
会成功， 让北京成为了世界上
唯一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
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北京举办冬奥会有很多现实意
义，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可以
推动冬季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此番申冬奥团队中， 几位
冬季运动明星引人注目。 这里
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杨扬、 申
雪、赵宏博、张虹、李妮娜，不过
记者最为看重的还是18岁的北
京小伙宋安东。 宋安东可能是
这个团队运动员里最让人陌生
的名字， 但也是最有可能打开
冬季运动之门的人。 美国时间
6月27日， 在NHL一年一度的
选秀大会上， 中国小伙儿宋安
东被纽约岛人队选中， 成为了
第一位被北美冰球职业联盟选
中的中国人， 创造了历史。 冰
球在中国绝对是一个冷门项
目， 从事冰球运动的职业运动
员更是寥若晨星。 作为一个很
小就出国留学的孩子， 迷恋冰
球的宋安东在强手如林的美国
脱颖而出， 这本身就是一个传
奇。宋安东的出现，对于冰球运
动来说是个巨大的推动， 这次
申冬奥同样对宋安东是一个很
好的“推广”———中国人都知道
了这个冰球小伙。 相信会有很
多年轻人， 会因为宋安东去观
看电视里的冰球转播， 甚至有
愿望从事这项激烈的运动。

冬奥会势必会让很多以往
不受大众关注的冬季体育项目
得到重视， 大型赛事对于一个
国家体育的发展作用是不可估
量的。 美国过去被称作 “足球
沙漠”， 但1994年世界杯的成
功举办， 让美国人不仅认识了
巴乔、 罗马里奥、 斯托伊奇科
夫， 更让美国人有了自己的职
业联赛。 现如今美国男女足的
强大以及美国大联盟的成熟，
肯定跟1994年世界杯的推动有
关。 我们自己的例子也有， 上
世纪80年代初， 世界冰球联赛
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 当时
的中国冰球队颇打了几场有气
势的比赛 。 当时冰球的规则
是， 比赛获胜一方在赛后 “升
国旗唱国歌”， 中国队获胜后，
首体万名观众齐唱国歌的情形
至今让一些老球迷难忘。 中国
冰球队的节节胜利， 也带动了
一段时间的 “冰球热”。

冬季项目中， 特别是一些
冰上项目， 在国际上都是高度
的职业化， 而在我国则只是停
留在 “专业队” 阶段， 冬奥会
的举办， 会让这些项目的魅力
被更多的体育迷认识， 同样会
带动这些项目在中国的市场开
发。

冬冬奥奥将将带带动动
冬冬季季运运动动发发展展

北京时间7月31日， 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
第128次全会上， 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郑重宣布 ： 获得2022年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资格

的是 “北京、 张家口”。
北京 、 张家口成功申办 ，

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
主办权 ， 也让我们创造了两项
壮举：

第一 ， 北京将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
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 这是
唯一的一个。

第二 ， 我们的国家将创造

一 项 世 界 纪 录 ， 中 国 将 成 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举 办 过 夏 季 奥
运 会 、 冬季奥运会 、 残奥会 、
青年奥运会的全满贯的奥运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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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冬奥会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