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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冰丝丝带带””向向世世界界提提供供““中中国国方方案案””

■2022相约北京

佟欣：劈波斩浪在残特奥会绽放生命芳华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张思琦 ） 深秋时节 ， 层林尽
染的海陀山谷迎来了2位新 “客
人” ———氢能大巴， 为冬奥会保
障工作人员提供氢能接驳试运行
服务。 记者了解到， 自11月1日
起， 中关村延庆园入驻企业氢动
力 （北京）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
氢能大巴正式驶入冬奥延庆赛区
核心区进行试运营。

试运行路线始发站为延庆城
区， 终点站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全程38公里， 每辆车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 只乘坐核载的半数， 2
辆车可搭载冬奥会服务保障队伍
人员共约40人。 整个氢能大巴搭
载从材料到零部件， 均是我国自
主打造的 “氢腾” 系列燃料电池
发动机， 可实现零下30℃低温启
动， 设计时速100km/h， 纯氢续
航约450km， 能够适应低温、 爬
坡等路况场景。

目前， 在氢动力科技公司停
车场内 ， 30辆氢能大巴一字排
开， 两侧车身以绿色、 低碳为环
保底色， 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引
人注目 。 在氢能大巴内的 “心
脏” 处， 共有 “氢腾” 燃料电池
发动机以及8个储氢瓶， 共计载
装约26.4公斤氢气， 纯氢行驶可
供续航约450公里。

据氢动力科技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 氢能大巴每行驶100公里，
可减少7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 ，
相当于14棵普通树木一天的吸收
量，或者成年人约50天的呼出量，
能真正实现零排放、 零污染。

经过一个月的较量， 足协
杯 终 于 产 生 了 两 支 决 赛 球
队———山东泰山与上海海港 。
这个对阵并不意外， 因为这是
今年中超综合实力最强的两支
球队。

中超有很多强队， 但是这
个赛季都问题不少 。 像广州
队， 虽然球员底子还在， 但是
俱乐部 “摇摇欲坠”， 足协杯
首场比赛他们派出预备队小将
出战， 结果可想而知。 北京国
安队虽然有着很好的足协杯传
统， 但是球队这个赛季一直受
到缺兵少将的困扰， 不是少了
这个就少了那个， 很难凑齐一
套强大的阵容。 上海申花招兵
买马， 赛前被视作热门球队，
但是联赛掉到了保级组， 足协
杯也没有打到最后。 申花队看
上去人员很多， 但球员老化严
重， 而且经历了一次换帅， 给
人的感觉是战术思想比较混
乱。

山东队和海港队则是这个
动荡赛季里， 为数不多的 “稳
定因素”。 我们几乎听不到关
于这两家俱乐部的不良传闻，
有些俱乐部已经解散或者正走
在解散的路上， 但这两家俱乐
部的运转， 至少从目前来看还
是比较 “良性” 的。 生存是各
级别职业球队的当务之急， 很
显然山东队和海港队活得尚
可 ， 虽然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大鱼大肉”， 至少每顿还都能
有点儿 “肉”， 保持足够 “营
养” 是没啥问题的。

除了俱乐部问题， 这两支
球队本身内部也比较和谐。 海
港队依然可以用奥斯卡这样的
世界级球星去打中国联赛， 这
在整个亚洲其实都是很 “奢
侈” 的了， 能用这个级别外援
的， 恐怕也就是沙特联赛那几
个 “土豪” 了。 山东队虽然外
援走了一些 ， 但至少没有全
走， 而且德尔加多这样原先的
“编外外援” 在锋线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 阵容上基本上没有
什么损失。 在豪门球队国脚被
大量征召的情况下， 山东队和
海港队也都有足够的板凳厚
度， 保证他们在足协杯的竞争
中依然处于领先地位。 两支球
队的主教练带队也都有一段时
间了 ， 他们的战术思想已经
“驾轻就熟”。

山东队和海港队闯入了足
协杯决赛， 这是实至名归的。
而且在接下来的中超联赛中，
相信这两支球队也绝对是竞争
冠军的最大热门。

佟欣是北京建工市政路桥
养护集团市政工程六处党群工
作部的职工。 前不久， 刚刚过
完30岁生日的她参加了人生中
第四次残运会， 并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

10月22日， 全国第十一届
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
开幕。 佟欣以一名 “老队员”
的身份代表北京队参赛。 在众
多运动员的激烈竞争下， 佟欣
奋勇争先， 先后斩获女子S10
级50米自由泳 、 200米混合泳
银牌， 100米自由泳、 400米自
由泳、 100米仰泳铜牌 ， 并获
得 “体育道德风尚奖”。

佟欣患有先天性肢体残
疾， 先后经历两次手术。 11岁

那年， 在老师的推荐下， 加入
了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 开始
了艰苦而枯燥的训练。 由于家
住石景山， 但是训练馆却在西
城区， 为此， 她努力协调学业
与训练上的冲突。 每次训练结
束， 都是晚上9点多了。 日复
一日 、 年复一年 ， 这样的生
活、 学习节奏成了她的日常，
佟欣就这样始终坚持着……毕
业后加入养护集团这个大家
庭， 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佟
欣没有放弃游泳运动， 依然利
用晚上的时间 ， 继续坚持训
练， 保持运动水平。

2020年， 为了充分备战全
国第十一届残运会， 残联领导
希望佟欣放下工作进行封闭集
训。 此时的佟欣迷茫了， 她年

龄已大， 是否应该放弃比赛专
心工作？ 去参加比赛是否能够
拿到成绩？ 一切都是未知， 她
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时候， 单
位领导帮助她指明了方向。 在
单位领导班子的全力支持下 ，
2020年8月 ， 佟欣放下后顾之
忧， 前往大兴基地开始了封闭
集训 。 这一年中 ， 没有国庆
节， 没有中秋节， 没有春节，
每日训练超过6个小时， 训练
量达到一万米， 从岸上技术动
作模仿到水下技术分解， 从出
发、 憋气、 转身水下腿、 到边
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不断细
化， 就这样她日复一日不间断
的出现在游泳馆、 力量房、 操
场， 风雨无阻。 汗水浸湿了衣
服， 佟欣也练得 “壮实 ” 了。
她说： “有一次力量训练后，
在午睡的时候， 翻个身都被自
己疼醒了， 感觉全身都像在燃
烧一样， 但我告诉自己， 这正
是证明自己在提高， 一定要坚
持住。”

在本届残运会中， 佟欣充
分发扬顽强拼搏， 自强不息的
奋斗精神， 以优异成绩交出了
满意的答卷。 现在， 经过隔离
回到岗位的她已定下新的目
标， 要努力早日成为一名优秀
的共产党员， 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发光发热。

国家速滑馆是2022年北京冬
奥会标志性场馆， 冬奥会时将承
担速度滑冰比赛， 在此将产生14
块金牌。 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晖
介绍说， 国家速滑馆无论是从建
造技术、 还是建设速度， 均体现
了我国当前建筑行业的最高水
平。

记者了解到， 国家速滑馆主
场馆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 高
度33米， 能容纳约12000名观众，
外形上， 国家速滑馆由22条晶莹
美丽的 “丝带” 状曲面玻璃幕墙
环绕 ， 因此 ， 又被称为 “冰丝
带”。 与雄浑的钢结构 “鸟巢”、
灵动的膜结构 “水立方” 相得益
彰 , 共同组成北京这座世界首个
“双奥之城” 的标志性建筑群。

国家速滑馆是一座富含新时
代新技术新理念的场馆， 科技创
新 、 理念创新被广泛应用 。 例
如： 在运营模式上， 国家速滑馆
采用了 “PPP” 模式， 政府仅用
28.9%的财政资金就撬动了社会
资本、 技术投入到场馆建设中，
形成了投资、 建设、 运营、 赛事
经纪一体的运营模式， 确保国家
速滑馆冬奥会后25年仍然能够可
持续发展， 服务大冰雪运动。

国家速滑馆通过 “智慧建
造”， 创造了8个月完成主体建设
的 “冬奥速度”。 智慧建造相较
传统建造就像流水线作业和互联
网 “众筹”。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 各方面各系统设计
师先在数字世界搭建起一个 “冰
丝带”。 形象地说， 在国家速滑
馆开工建设时， 数字世界的国家
速滑馆已经建成了。 随着开工建
设， 大到8500吨的钢结构， 小到
每一块大小各异不同曲面玻璃的
数字信息进入各专业厂家同步生
产， 根据建设统筹在现场进行拼
装。

国家速滑馆更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智慧化场馆， 具有智能化的
运动管理系统、 观众观赛管理和
场馆管理系统， 就像给场馆配备
了一颗 “大脑”。 比如： 可以通
过智慧管理 ， 使得馆内气温分

层。 冰面一个温度， 确保冰面标
准稳定； 运动员比赛空间一个温
度， 保证运动员体温体感， 有利
于创造最佳运动成绩； 观众席一
个温度， 为观众营造一个舒适的
观赛环境。

拥有了 “智慧大脑” 的国家
速滑馆， 未来将为观众、 赛事组
织和参与者提供优质的观赛体
验、 完备的服务保障， 使速滑馆
成为一个智慧场馆和集体育赛
事、 群众健身、 文化休闲、 展览
展示、 社会公益等于一体的多功
能场馆， 满足群众运动需求， 树
立新时代体育场馆建设运营的典
范， 向世界贡献奥运场馆 “反复

利用、 综合利用、 持久利用” 的
“中国方案”。

记者还了解到， 国家速滑馆
采用了全冰面设计， 冰面面积约
1.2万平方米 ， 是目前亚洲最大
的冰面。 同时， 国家速滑馆是全
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 跨 临 界 直
冷 制 冰 的 冬 奥 场 馆 ， 这 项 技
术是目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
技术， 碳排放趋近于零； 同时也
是最先进的制冰技术， 冰面温差
可控制在0.5度以内 。 这样制冷
不仅相比较传统方式效能提升
20%以上 ， 而且制冷非常均匀 ，
不 会 出 现 各 个 部 位 温 度 不 一
样 、 冰面硬度不均匀的情况 ，
在以0.001秒计时的高水平竞技
中这都是关键性的因素。 同时，
国家速滑馆将制冷产生的余热用
于运动员生活热水 、 融冰池融
冰、 冰面维护浇冰等， 一年可节
省约200万度电。

国家速滑馆之所以采用全冰
面设计， 目的就是充分考虑赛后
利用， 为适应多种需求的群众性
健身提供硬件支撑。 国家速滑馆
冰面采用分模块控制单元， 类似
于一个温度不同的 “九宫格 ”，
可以将冰面划分为若干区域， 根
据不同项目分区域、 分标准进行
制冰， 可同时开展冰球、 速度滑
冰、 花样滑冰、 冰壶等群众性冰
上运动， 着眼于服务赛后可持续
利用， 努力打造值得传承、 造福
人民的永久资产的目标。

氢能大巴开进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

最稳定的两支球队
杀入了足协杯决赛

□本报记者 边磊

北京冬奥会场馆巡礼之国家速滑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