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29日， 北京2022年冬奥
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 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
心四大场馆宣告全面完工。

延庆赛区位于小海坨山区域， 海拔
最高点2198米， 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建
设难度最大的赛区。 自2017年3月31日，
北京市下达冬奥工程建设 “开工令” 以
来， 数万名冬奥建设者以首善标准和昂
扬斗志投入到延庆赛区的建设工作中。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了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个
竞赛场馆的建设及运行保障任务， 一千
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斗， 小海坨山已经从
“写意画” 转变为 “工笔画”， 它也即将
迎来全世界的瞩目， 一个生机勃勃的延
庆赛区蓄势待发， 北京2022年冬奥会正
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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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最难

托起冬奥皇冠上的明珠

高山滑雪，被誉为冬奥皇冠上的明
珠，比赛专用雪道垂直落差约900多米，
最大坡度接近 70% ， 其中竞速赛道
B1C1全长约3000米， 山地作业条件复
杂，雪道建设经验欠缺……纵观冬奥历
史，延庆赛区拥有冬奥会历史上最难设
计的赛道、最为复杂的场馆，是最具挑
战性的冬奥赛区。三个“最”字，也在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工程的建造难度上得
到了体现。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建设7条雪
道，这是国内第一个符合奥运标准的高
山滑雪场馆，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
的比赛场地之一。目前，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7条雪道及附属设施全部完成建设
任务，并于2020年11月通过国际雪联的
场地考察认证。附属建筑、技术道路、索
道系统、通讯系统、电力系统和造雪系
统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全面完工，并已具备办赛条件。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采用了世界顶
尖的赛道设计， 该场馆已于2020年9月
完成了制冰工作， 并成功通过国际雪
车、雪橇联合会场地认证。国际雪车、雪
橇联合会对赛道赞不绝口，专家瓦尔特
表示这是他见过最出色的赛道。

赛区内还建立了完备的内部交通
体系，共建设7条内部道路，总长约14公
里， 园区2号路和技术道路支撑起了建
设期间赛区内的运输任务，终于结束了
建设初期因为没有道路，用骡马运输物
料的历史。同时，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内
共设计了11条索道，不同制式的索道又
形成了5个换乘站， 确保运动员在30分
钟内可以从冬奥村抵达各项目出发点。

纵观整个赛区的建设，每个细节无
不凝结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三年多
来，建设者们立足于自身，无论是从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遮阳系统，还是
为消防作保障的太阳能、风能加热储水
罐；无论是从赛区内的“石笼墙”，还是
为了生态修复所采用的各种措施，无一

不体现着建设者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
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填补了多项国内
空白，并且形成了多项标准与专利。

据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都是填补 “国内空白”
的建设项目。其中雪车雪橇项目被誉为
冰雪运动中的“F1”，是世界第17条雪车
雪橇赛道。这个赛道是一个半U型混凝
土浇筑结构，混凝土里预埋误差不能超
过5毫米的冷凝管， 通过在表面制冰最
终形成赛道。 赛道由54个制冷单元组
成，看似并不复杂，但每个制冷单元的
混凝土喷射要一气呵成， 一次成型很
难。16个各种弯度、 各种落差交织在一
起， 高速赛道需要达到毫米级的精准
度，因此，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成为北京
市冬奥工程竞赛场馆中设计难度最高、
施工难度最大的新建场馆。

建设者放弃了高薪聘请国外团队
的做法，决心走一条中国人自主创新之
路。为建设这条空间三维扭曲、能够承
受反复制冷、融化的混凝土赛道，他们
研发了全新的混凝土材料；为确保赛道
混凝土以毫米级精度精准浇筑，项目招
募20名国内人工喷射手，确保赛道一次
性浇筑成功。目前，该项工程已申请专
利133件，已受理 、授权105件 。1.9公里
的赛道一次性喷射浇筑完成，一次性通
过了国际组织的认证。

运行保障

零下30℃造雪忙

初冬，延庆小海坨山上气温逼近零
下30℃， 高山滑雪中心却热闹起来，几
道身影操作着造雪机忙碌着。

他们来自北控京奥场馆运营分公
司，负责高山滑雪中心的运行保障，100
多名队员被人亲切地称为“高山团队”；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奋战在海拔2198米
的山地，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
会打造中国第一条高山滑雪速降赛道，
展现着自己的“雄心”。

在海坨山复杂的山地环境下 ，技
术、人力、物资乃至天气，无一不是巨大
的挑战。而冬奥会高山滑雪速降项目比

赛对于雪面雪质的要求极为苛刻，雪道
表面需保持结晶状态。这种雪，就叫“冰
状雪”，造雪的工作量是普通雪场的7到
8倍，需要他们24小时浮冰卧雪、交替工
作。

夜幕降临， 造雪队员冯志勇发现，
风力越来越大， 如果不及时调整造雪
机，狂风会将雪吹落在赛道之外，影响
造雪效果。“白天气温不够低，夜间才是
造雪的重要时机。”对于冯志勇来说，守
着这些造雪机是家常便饭，“温度挺好，
今天要是不变风的情况下，这儿能起个
大雪包。” 调整了造雪机出雪的干湿度
和喷射方向， 骑着摩托巡视了一圈，冯
志勇没发现异常，他回到值班室休息一
会，顺便烤干衣服。此时，他的冲锋衣好
似披了一层冰。

压雪也曾是队员们克服的又一大
难题。操控压雪车对于队员们来说并不
陌生， 难的是在海坨山巅的陡坡上，压
出符合高山速降赛事要求的特定形状
雪面。队员们不得不边学边干。

中方派出的最优秀队员随外国专
家跟车学习，张凯就是其中一员。从设
备操作，到赛道塑形，张凯必须全面掌
握，“不管赛道表面的起伏，还是说转弯
处的，以及赛道内侧、外侧的高度，都会
影响到运动员滑行时的线路和安全。每
一步的工作都不能掉链子。”

山地修复

每天踏勘山路近10公里

“XX区域，坡度超45度，建议‘客土
喷播’。”“收到， 麻烦把现场照片发一
下。”“生态修复敢死队” 微信群里人不
多，才6个，却每天有上千条信息，作为
牵头人， 赵瑞勇在群里不停地在发送、
回复信息，与同事们实时沟通、协调解
决问题。

赵瑞勇是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部的景观工程师，踏勘、移栽复种
树木、修复山地，运材料、催进度，还有8
家施工单位的统筹和协调，所有工作都
围绕冬奥会延庆赛区生态修复进行。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 是赵瑞勇在赛区踏勘最直观的感

受。延庆赛区与城区气温差异大，就算
是小海坨山上，早晚温差也能超过十多
摄氏度。寒风凛冽的清晨，酷暑难耐的
午后，赵瑞勇奔波在赛区现场，全身心
投入踏勘工作。 山间土路上的石头，歪
歪扭扭地斜在脚下， 没有设备的支持，
赵瑞勇每天的踏勘要沿着崎岖的山路
步行近10公里， 一双双破损的鞋子，一
件件汗湿的外衣， 都是他光荣的 “勋
章”。

保证进入赛区的苗木质量和效果，
是赵瑞勇日常工作最关键的部分。为最
大限度减少人为扰动，2018年， 通过赛
区调查，延庆赛区编制完成了生态环境
修复规划，移栽、复种的树木按方案一
一落实，其中移植树木达2.5万株，修复
栽植灌木、乔木30万余株，包括15种苗
木和14种地被植物。

赵瑞勇家住河北燕郊，一般周一早
上5点钟起床，赶公交、挤地铁，花3个多
小时到达项目工地。 家人心疼他的奔
波，让他周一到周五住在延庆，周末回
家。从此，赵瑞勇开启了和家人的两地
分居生活。每个周五晚上，不管多晚，孩
子们都会在家乖乖等候， 陪他吃完饭，
玩耍够了，才会去睡觉。赵瑞勇心里清
楚， 孩子们是真的希望有他的陪伴，但
肩负使命的他，始终割舍不下赛区的一
切。

2019年底，赛区生态修复工作到了
最忙的季节，家里却传来消息：两个孩
子同时发烧。赵瑞勇心急如焚，火速赶
到医院，左手抱一个，右手领一个，看着
依偎在身边的两个孩子， 忍不住落泪。
由于小儿子需要住院治疗，家里面陪护
忙不过来，他只能咬咬牙再次开始两地
跑， 体重也在这短短半月内骤降10斤。
所幸的是，孩子们很快康复，工作也如
期正常推进。

面对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巨大压力，
虽苦虽累， 赵瑞勇依旧觉得一切都值
得。“你看现在，植被层次分明。”提起团
队所做的工作，赵瑞勇满脸自豪。今年
夏季，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工程将全部完
成， 赵瑞勇和同事们还在与时间赛跑，
与朝霞作伴，一刻不停地努力拼搏着。

□本报记者 马超

用汗水与智慧托起冬奥皇冠上的明珠
———北控冬奥建设者奋斗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