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冬奥会进入 “北京周期”， 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既举办过
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 “双奥之城”。 这座城市拥有着众
多奥运印记， 以奥运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便是其
中之一。

为记录奥运历史、 弘扬奥运精神、 传播奥运文化， 北京奥运博
物馆举办了全球奥运藏品征集活动。 活动启动以来， 北京奥运博物
馆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众多捐赠藏品， 其中不乏奥运徽章、 工作服、
比赛护具、 文献材料、 影像资料等有意义的藏品。 这些藏品不仅丰
富了馆藏， 更将以奥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身份，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
奥运精神和奥运激情， 讲述中国的奥运故事， 传播中国的奥运声音。

□本报记者 于彧

■2022相约北京

本报讯 （记者 张晶）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获悉，
2018年北京冬奥会场馆和配套基
础设施工程建设全面展开、 加快
推进， 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包含
8个新建竞赛场馆、 5个改造竞赛
场馆在内的共计42个冬奥工程项
目实现开工建设。

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共新建
8个场馆，目前已全面实现开工建
设。其中，国家速滑馆已实现结构
封顶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完成
50.1％，雪车雪橇中心完成44.7％。

国家游泳中心 、 国家体育
馆、 首都体育馆、 首都滑冰馆、
首体综合馆5个改造场馆已经全
面开始改造。 水立方通过在游泳
池里架空结构实现转换， 成为世
界首个 “冰水转换” 的场馆。 国
家体育馆将原有玻璃幕墙改造成
为仿冰玻璃砖充分引入自然采
光， 减少照明能耗。 首都体育馆

通过最新的声光电技术打造 “最
美的冰”， 并与首都滑冰馆、 首
体综合馆和三个配套场馆整体改
造为运动园区。

五棵松体育中心目前已经完
成6小时冰场和篮球场快速转换
实验，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五棵
松体育中心计划于2020年开始改
造。 承担冬奥会、 冬残奥会四次
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 “鸟巢”
将在2021年最后进入改造。

据介绍， 改造后的场馆将实
现 体 育 场 馆 冬 奥 赛 事 和 赛 后
冰雪运动普及的 “双目标”； 实
现 冬 季 和 夏 季 运 动 可 快 速 转
换的 “双轮驱动” 运营模式； 实
现绿色标准和场馆功能 “双提
升”。 奥运遗产可持续再利用的
“中国方案” 获得国际奥委会的
一致好评。

据了解， 纳入北京2022年冬
奥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31

个项目中 ， 包括综合管廊1项 ，
交通设施11项， 电力设施12项，
水利设施4项， 通讯设施3项。 截
至2018年底 ， 已开工建设25项 。
其中， 兴延高速、 松闫路 （改线
段）、 昌平500千伏主变增容工程
三项已于2018年率先实现完工。

通车后的兴延高速、 延崇高
速和京张高铁将把延庆、 张家口
纳入首都 “一小时交通圈”。 作
为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基础性保
障 “生命线” 的综合管廊， 为延
庆赛区造雪用水、 生活用水、 再
生水、 电力、 电信及有线电视等
硬件接入提供通道， 目前已经实
现隧道全线贯通。 世界领先的张
北柔性直流电网将张家口的风
电、 太阳能电力、 抽蓄式电力等
清洁电力送往北京， 使延庆赛区
成为 “零碳赛区”。 冬奥建设正
在构建京冀两地交通快捷互联，
资源互补双赢的一体化大格局。

广泛征集 助力冬奥

“全球奥运藏品征集活动”
是一项面向全球参与奥运、 热爱
奥运的组织和个人发起的， 广泛
收集与奥运相关的具有珍藏意义
的物品的活动。 2018年8月， 征
集活动正式启动， 那些与奥运相
关的具有珍藏意义的物品， 特别
是见证中国百年奥运历程、 北京
2008年奥运会及残奥会申办筹办
和举办以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
冬残奥会申办和筹备的各类物
品， 都有机会作为北京奥运博物
馆的各级藏品， 在北京奥运博物
馆各类主题展览中进行展出， 以
弘扬奥运精神、 传播奥运文化，
助力北京冬奥会。

随着征集活动的开展， 截至
2018年11月， 北京奥运博物馆已
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捐赠的205
件奥运物品， 其中不仅有北京奥
运会上给人留下无限回忆的奥运
火炬、 纪念章、 景观旗， 也有许
多颇有收藏价值的奥运书籍、 纪
念邮品、 明信片、 文献资料， 还
有一些与北京乃至中国参与、 筹
办和举办奥运密切相关的藏品。
这些藏品中有许多承载着奥运
会、 残奥会甚至亚运会等历史信
息的物品， 能够帮助人们回忆历
史， 铭记北京乃至中国在奥运方
面取得的诸多成就。

优秀藏品 承载记忆

此次征集活动中不乏精品、
有意义的文物。 北京奥运博物馆
收到的捐赠品中， 不仅有众多承
载着历史信息的物品， 还有许多
体现社区、组织和个人参与奥运、
感受奥运、热爱奥运的物品，是全
民对于奥运的回忆和见证。

陆恩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第一批体操运动员， 也是
第一任国家体操队队长、 中国第
一个自由操全国冠军获得者、 中
国第一批持有国际裁判员证书的
体操国际裁判。 作为多次奥运会
的见证者， 陆恩淳捐赠了35件藏
品， 其中不乏1984年身穿洛杉矶
奥运会裁判服在奥运村门口留念
照片， 海地共和国 《2008北京奥
运会》 三维立体邮票， 萨马兰奇
诞辰95周年、 助力北京申冬奥爱
国者纪念活动T恤等。 这些藏品
不仅可以让人看到中国体育的发
展道路， 还具有不错的展示和研
究价值， 填补了北京奥运博物馆
同类藏品缺项。

由 “北京1979冰球队” 捐赠

的球队签名球衣则是一件有故事
的藏品 。 对于冰球圈里的人来
说， “北京1979冰球队” 的名字
并不陌生。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超
过50岁的冰球爱好者们横跨四十
年的冰球故事 ， 在20世纪 70年
代，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北京
什刹海体校少年冰球队的成员，
多次代表北京队出战过18岁以下
全国冰球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 随着北京申冬奥成功和冰球
运动逐渐升温， 这群已经不再年
轻的 “老少年们” 再次聚首， 成
立了 “北京1979冰球队 ”。 2018
年8月12日， “北京1979冰球队”
全体队员在纪录片 《回到原点》
首映式上， 将一件签满所有队员
名字的球衣捐赠给北京奥运博物
馆。 当年出任北京什刹海体校少
年冰球队的主力门将、 如今 “北
京1979冰球队” 的守门员周云杰
说： “从2022北京冬奥会申办成
功开始， 冰球已经逐渐从一项运
动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人了
解冰球， 熟悉这项在世界各国广
泛流行的运动， 也希望让更多的
孩子接触冰球， 通过冰球运动让
自己不断成长， 为中国冰球运动
发展培养更多的基础力量。”

取长补短 博物致知

北京奥运博物馆将常年通过
展览、 讲座、 互动活动等方式，
运用高新技术手段， 传播奥林匹
克精神， 展示中国奥运的辉煌历
程。 活动征集到的优秀藏品， 在
经北京奥运博物馆的甄选和专家
鉴定后决定是否收藏， 同时博物
馆还将对捐赠机构和个人永久记
录在案并颁发捐赠证书。 征集藏
品的目的在于 “取长补短”， 填
补北京奥运博物馆同类藏品缺
项。 因此， 藏品征集是一个长期
持续的活动， 无论是与奥运相关
的文献资料、 重要书籍， 或是奥
运的吉祥物 、 火炬 、 奖牌 、 徽
章、 奥运纪念品、 比赛器材、 比
赛服装等实物资料， 还是奥运组
织者及工作者的工作手册 、 日
记、 信函、 文札以及获得的纪念
奖章、 证书等个人资料乃至反映
奥运历史进程的一切具有保留价
值和查考价值的史迹资料， 都在
征集范围之内。 在不断征集藏品
的基础上， 下一步， 北京奥运博
物馆还将深入挖掘藏品背后的故
事性， 用更加生动鲜活的利用和
展示让 “文物活起来”， 更好地
承担起博物馆的知识传播和公众
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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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奥运故事
传承奥运精神

全球奥运藏品征集活动： 北京冬奥会新建场馆全部开工

■体育资讯

新华社电 北京中赫国安和
北京人和两支中超球队目前正分
别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冬训，
力争在新赛季取得不错的成绩。

据了解，北京中赫国安队（除
去各级国字号征调的球员和外
援）7日结束休假后， 在北京重新
集结。 8日进行了身体检查，10日
抵达冬训大本营———葡萄牙的阿
尔加夫， 与先期到达的施密特教
练组会合。11日，他们在葡萄牙开
始了新赛季的第一堂训练课。

上赛季夺得足协杯冠军的北
京国安队本赛季将在亚冠 、 中
超、 足协杯三线作战， 这次为期
20多天的冬训事关新赛季表现。
据悉， 在葡萄牙训练期间， 国安

除了重点抓好体能储备外， 还会
安排一定场次的热身赛。 让队员
们通过大运动量训练， 储备充足

的体能， 满足新赛季密集赛程和
高强度比赛的要求， 同时也让球
队进行新赛季的技战术磨合。

北京的另外一支中超球队人
和队也将冬训重点放到了欧洲。
他们比国安提前一周抵达， 冬训
地点是西班牙的马拉加。 除了从
北京飞过去的球员外， 迪奥普和
马西卡两名外援也赶到训练基
地， 参与全队冬训。 人和队新帅
斯塔诺为球队安排了大运动量的
训练。 除储备体能外， 这一阶段
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尽快熟悉队员
和主抓防守训练。 重返中超的斯
塔诺表示对这支球队非常满意，
认为全队充满活力， 尤其是拥有
不少条件不错的年轻球员。

国安、人和在欧洲开展冬训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段段言言堂堂

亚洲杯最大夺冠热门日本队
在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 凭借原
口元气踢进的点球1∶0小胜阿曼
队， 日本队两战全胜提前一轮进
入淘汰赛。 尽管取胜， 但日本队
这场比赛的过程遭到了颇多非
议， 裁判员的判罚从客观上左右
了比赛的结果。

日本队获得的点球显得 “模
棱两 可 ” ， 阿 曼 队 这 个 “犯
规”， 从慢镜头上看更像是冲球
去的， 而且这个球的犯规地点是
在禁区内还是禁区外， 实在是模
糊不清。 如果说日本队得到的这
个点球， 还可以有在规则范围内
讨论的价值， 那么长友佑都的手
球犯规就没得说了。 长友佑都毫
无疑问是禁区内手球， 而且必须
要吃到至少一张黄牌， 这位日本
队的左后卫利用一个类似于守门
员侧扑的动作阻止了阿曼队的进
攻。 令人惊讶的是， 位置还算可
以的主裁判， 以及可能看得更清
楚的底线裁判， 对此球都 “无动
于衷 ”， 任凭阿曼人如何愤怒 ，
就是不给点球。 这个球让人想起
了2004年亚洲杯决赛， 日本队的
中田浩二明白无误用手打进1球，
当时的裁判组同样无视规则。 日

本人的 “上帝之手”， 在15年后
再度 “登台表演”。

包括世界杯和大部分欧洲主
流联赛在内， 很多大赛都采用了
VAR视频回放技术，但这届亚洲
杯对VAR的使用却“羞羞答答”。
小组赛依然没有VAR协助执法，
只是增设底线裁判。 在日本对阿
曼这场出现极大争议的比赛之
前，也有几次小的争议，比如澳大
利亚对约旦、 韩国对吉尔吉斯斯
坦的比赛。误判、漏判已经在亚洲
杯小组赛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进入淘汰赛后，VAR技术会介入
比赛， 这能保证比赛的公平吗？
VAR虽然是高科技射门，但视频

还是由裁判组成员来看的， 是人
操纵的东西，就会有“倾向性”，难
保日本这样的球队进入到淘汰赛
依然受“照顾”。不过，裁判员在判
罚时，肯定不会有小组赛这样“明
目张胆”地错漏判。如果裁判员出
现了一些疏忽，VAR在很多时候
也会及时提醒裁判。 争议的声音
不可能完全消失， 但至少会大大
减弱。

真正令人可惜的是阿曼队，
他们本该拿到1分， 却这么冤枉
地吞下了失利的苦果， 这场失利
也可能会将阿曼人这几年为亚洲
杯的努力化为泡影， 足球有时就
是这么残酷。

亚洲杯：VAR能保证淘汰赛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