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组委规划建设和可持续
发展部负责人表示， 首钢西十筒
仓冬奥组委办公区， 主要利用原
有工业厂房及构筑物改造而成，
充分体现了绿色办奥理念。 改造
尊重原有工业架构机理和风貌，
也考虑了奥运后再利用问题。 为
留住北京老工业的历史记忆， 对
原有工业构筑物进行修缮和维
护， 最大程度保留了工业风貌，
又赋予新的办公功能， 实现工业
遗存保护再利用。

作为正在改造的首钢园区的
一部分， 冬奥组委办公区采用边
施工边入驻的模式， 目前一期入
驻的5号、 6号筒仓， 基本满足初
期9个部门、 2个运行中心的办公

需求。 明年2月， 办公区内其他
建筑改造完毕， 可基本满足随着
冬奥会筹办深入， 逐步增加的所
有部门办公需求。

记者注意到， 环保理念也深
植在冬奥组委办公区的各个细节
之中。 脚下的透水砖是首钢将建
筑垃圾资源化而成， 步行道旁的
景观使用了厂区轨道枕木。 部分
照明设备是从首钢二型材老厂房
中拆除的旧灯具， 景观工程中利
用部分废弃的材料和设施进行艺
术再加工， 设计成为小型景观。

此外， 办公区运用了光伏发
电、 太阳能光纤照明、 无负压供
水系统、 雨水收集和利用系统等
先进生态节能 、 低碳减排新技

术。 作为园区内的工业遗存， 经
过保留改造再利用， 被赋予新的
使命， 伴着百年钢铁记忆， 实现
西 十 筒 仓 由 工 业 建 筑 向 冬 奥
盛 会 策源地华丽转型 ， 既体现
了节俭的要求， 也符合奥林匹克
文化追求。

北京冬奥组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 目前， 北京冬奥组委初期组
建工作基本就绪。 按照 “选优配
强、 统筹考虑、 交叉配备、 逐步
到位” 的思路, 初期设置的9个部
门和2个运行中心的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已经到位， 做到了人员基
本到位、 职责任务明确、 工作全
面展开， 这支团队的专业性也得
到了国际奥委会专家的认可。

改造细节中凸显绿色办奥理念

人力资源工作是奥运筹办工
作中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自组委
会组建以来， 人力资源部抓紧在
人力资源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
施。 目前组委会到位160名工作
人员参与前期的筹备工作。

人力资源部部长闫成介绍
道，2016年是北京冬奥会筹办的
基础阶段，预计将有不超300名工

作人员完成基础建设的筹备任
务。未来在全面建设和运行阶段、
测试赛阶段、 赛前准备阶段和赛
事运营阶段， 还要不断根据任务
的增加， 不断增加组委会的部门
和工作人员。闫成表示，今后还将
拓宽视野、 选拔优秀人员参与奥
运筹备工作，建设专业化、国际化
的队伍。欢迎全世界的优秀人才，

特别是专业的冬季冰雪运动人
才， 参与到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中
来，共同来完成冬奥会的举办，为
奥林匹克运动留下宝贵的遗产。

据了解， 北京冬奥组委将要
面向全球招聘人才， 2016年下半
年将进行第一批招募工作。 招募
一些志愿者和实习生， 最终将形
成一支专业化、 国际化的队伍。

全球招募人才创建专业团队

上周六， 北京国安在工体赢
得今年首个主场胜利。 能够击败
风头正劲的上海上港， 甚至让人
感到有些 “意外”。 赛前， 几乎
没有人记得国安对上港占据的巨
大优势， 因为两个球队如今的景
况差距太大了。

国安这场比赛首先是赢在精
神面貌 ， 与上港相比 ， 球队的
“饥饿感” 更强。 本场比赛， 国
安在防守端采取了高位逼抢的战
术， 虽然上港队控球能力极强，
但国安还是力求把战火烧到上港
队的防区， 大部分时间上港都觉
得有如 “芒刺在背”， 不敢过分
投入兵力进攻， 害怕球在自己半
场被断， 被国安打反击。 而国安
也迎来了久违的运气———上港队
头号球星埃尔克森因伤没有上
场， 替代他的吉安也迅速伤退，
国安的两粒进球都是惊世远射，
前几场怎么打怎么没有的北京国
安， 突然怎么打怎么有了。 这场
胜利的最大意义， 是让球队信心
倍增， 与战胜杭州绿城和新疆队
不同， 这一次国安把中超顶级强
队扳倒， 证明了国安队还可以一
战。

虽然胜利， 但危机和警报未
除， 扎切罗尼很清楚这一点， 意
大利人赛后就明确表示现在的阵
容依然残缺不全 。 与上港的比
赛， 上港队多次打透国安防线，
靠的是孔卡、 武磊这样的超强球
星 ， 而国安虽然整体性非常出
色， 但真正能够击穿上港防线的
机会几乎没有。 于大宝并不是中
锋的料， 这一点在国家队已经证
明了， 但国安无人可用， 只能让
于大宝勉强顶在前头， 因为除了
于大宝， 其他本土球员再也找不
到可以做支点的人了。

本周的两场比赛异常关键，
河北华夏幸福和石家庄永昌都不
是中超顶级球队， 这是国安5月
魔鬼赛程中稍稍可做 “喘息” 的
两轮比赛， 如果这两轮比赛能够
拿到4分以上的积分， 国安的形
势将会大为好转。 这两轮比赛之
后， 欧洲杯、 美洲杯的集训就将
开始， 伊尔马兹、 奥古斯托会有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离队， 届时扎
切罗尼球队的残缺程度将达到
“极致”。

拉涅利有个绰号叫 “补锅
匠”， 扎切罗尼来到北京后本以
为接手了一支中超一流强队， 可
现在也是得轮轮 “补锅”。 不过，
事已至此， 扎切罗尼和他的球员
们必须拿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干
劲， 用自己的热情和斗志去弥补
和对手实力上的差距。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段言堂

国安：
接接下下来来的的路路
依依然然““崎崎岖岖””

■特写

一二、 一二……随着8名运动员整齐有力的口号声， 中国石化北
京燕山分公司战胜对手， 最终夺得北京市第五届首都职工拔河比赛第
一名。

5月14日上午，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体育局主办， 北京职工
体育服务中心、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承办的2016年北京市第五届
拔河比赛暨金隅 “通达杯” 首都职工拔河比赛圆满举行。 来自全市各
基层工会、 产业工会的300名职工、 25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该赛事
已经连续多年在工体举办， 是北京市在职职工体育计划中的重要活动
之一， 受到了首都职工的欢迎和喜爱。

本报记者 周世杰 摄影报道

■职工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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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文 陈艺/摄

5月13日 ， 位于新首钢高端产业
综合服务区的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地首
次向媒体开放， 冬奥组委第一批工作
人员已入驻首钢园区。 记者也对北京
冬奥组委的 “家” 进行探访。

冬奥组委
首批工作人员入驻首钢

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拔”得头筹

走进长安街西延线上的首钢
东大门， 在深入厂区向西北3公
里的西十筒仓区域， 这时， 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块写有 “北京
202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
委员会” 的标志牌。 这也提示着
来访者， 您已来到北京冬奥组委
的 “家”。

提到 “西十筒仓区域”， 不
少人也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在
变身为北京冬奥组委的 “家” 以
前 ， 这里曾经承担着怎么的角
色？ 经过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找
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里原本是
首钢存放铁矿石的16个圆柱型筒
仓和2个料仓， 以及若干空中输
送通廊、 转运站、 空压机房等特
色鲜明的工业遗存。

2013年， 西十筒仓改造被国
家发改委列为全国老工业区搬迁

改造第一批试点， 也成为首钢北
京园区第一个改造项目。 北京冬
奥组委是第一家入驻单位。

进入西十筒仓区域不久， 记
者便看到冬奥组委一期入驻的五
号、 六号筒仓。 这是两个并排而
立的钢筋混凝土圆筒。 因为它们
高三十多米、 直径二十多米， 站
在筒仓边 ， 要想一览它们的全
貌， 只能抬起头来仰视。 走近观
察， 筒仓外壁上镂空雕刻出的一
个个直径一至三米的圆孔， 仿佛
是一个个富有灵动气息的 “外骨
骼”。 不仅如此，原本上下贯通的
内部空间被分割成六层， 依靠外
壁上的大小圆孔采光通风，成为
紧凑实用、 功能齐全的办公楼。

昔日用来存放铁矿石的筒
仓， 在北京冬奥组委的 “家” 中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记者走进5

号筒仓办公楼一探究竟。 观察发
现， 在这里每层被分割成两个半
圆型区域， 工作人员在开放式平
台中办公， 办公面积不仅符合相
关行政规定， 又便于沟通联络。

值得一提的是， 筒仓外面保
持了混凝土工业建筑本色， 切割
下来的混凝土圆饼也成为室外装
饰性座椅， 不仅方便人们歇息，
还充分体现了保持风貌、 科学改
造的设计理念。

昔日工业建筑变身办公楼

冬奥组委入驻为首钢带来新生机
首钢总公司党委常委 、 董

事、 工会主席梁宗平介绍， 西十
筒仓以前是锅炉生产的原料储存
和中转地，以前都是围绕炼铁。首
钢迁走后， 国家希望首钢成为老
工业区改造典范，赋予新的功能。
在奥组委确定来这里之前， 首钢
就进行了规划，2015年申冬奥成
功，为首钢与奥运结合带来契机。

确定冬奥组委入驻首钢之
后， 改造过程中采用了很多过去
废弃的物品， 标牌和墙、 铁轨都
是重新再利用 。 北区是钢铁遗
迹， 作为景观以前就改造成办公
区加活动区。 “这里的一切都没
有变化。 现在看到高炉就感觉回
到了过去， 冬奥组委为这里带来
了生机， 也同样留下了记忆。”

梁宗平介绍， 未来首钢的发
展定位是优秀的城市服务商， 包
括建筑和设计， 立体车库、 充电
桩都在完善。 服务冬奥会需要很
高的标准， 目前也联系了国内很
多企业配合建设。 另外， 冬奥组
委改造完成后， 将建成一个冬奥
广场， 会有冬奥、 冰雪运动等元
素， 市民可以前去滑冰、 照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