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写】05新闻2022年 1月 12日·星期三│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刘芳│E—mail:ldwbyw@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通讯员 闫兆松/摄

运用AR数字化运维模式
排障时间缩短一半

“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期
间，全部赛事的指挥运行网络、赛
时媒体转播传送网络和赛会基础
通信服务， 都将通过奥运通信网
络这列‘高速列车’连接到全部场
馆。 而我们的冬奥通信运行指挥
中心TTOC正是这趟‘高铁列车’
的‘司机’。 ”站在冬奥通信运行指
挥中心的电子大屏前， 北京联通
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冬奥通信
运行指挥部总指挥王传宝介绍。

记者发现， 指挥中心虽然仅
有300平方米，却云集了中国联通
各领域的78位专家。 他们将在冬
奥期间全程提供包括跨域业务、
国际业务的调度和响应，为北京、
张家口两地三赛区所有场馆提供

7×24小时的技术支撑服务。
中国联通冬奥通信技术运

行指挥中心经理刘申申告诉记
者： “作为国际赛事， 北京冬奥
会的网络必须保证7×24小时安
全、 稳定， 且拥有充足的带宽和
良好的性能。因此，冬奥会在网络
运维中，亟待智能化、数字化创新
型运维模式。 ”为确保冬奥通信网
络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他们打造
出了AR数字化创新运维模式。应
用虚实结合的MR数字化场馆监
控， 为远端保障人员提供身临其
境的场馆群业务指标管理系统。

现场， 刘申申与同事临时展
开了一场“故障演练”。 当故障发
生后，AR运维系统第一时间即知
设备位置、设备信息、故障原因，
直接指引巡检人员到达故障设备
处。仅需手机“扫一扫”，设备面板
上就可显示出此设备相关参数配

置，并同步资管、工单、故障警告
等数据， 辅助运维人员进行快速
排障。 “传统的通信网络运维方
式， 需要专业人员多次现场查勘
故障所在， 多位专业人员沟通定
位后才可提出维护方案， 过程较
复杂漫长。 而且目前因为疫情防
控等原因， 一旦遇上突发紧急状
况， 专业人员很有可能无法亲临
现场， 大概率会延误紧急检修工
程。 而现在这种基于AR（增强现
实）+slam（动态建模与定位）+CV
（机器视觉）的新技术，将成为现
场工程师的维护利器， 可以缩短
故障处理时间50%以上， 提升运
维效率30%以上。 ”刘申申说。

赛后高科技“奥运遗产”
将更多方便百姓生活

2022年北京冬奥会比赛将分

别在北京、 延庆、 张家口三个赛
区举行。 赛时及赛事前后， 势必
会有大量跨地区、 远距离的通信
需求， 这些也为通信运行带来了
很多挑战。

“我们首创了无线固话技术，
基于移动网 ， 我们通过相关技
术， 可以让北京 、 河 北 两 地 三
赛区都使用统一的奥组委专用
号码， 获得平稳服务。” 刘申申
说。

刘申申举例说， 比如雪场中
的某个点位需要一部电话。 按照
传统的做法， 可能需要进行 光
缆建设 、 电缆建设， 进行设备
投资、 布设线路。 但是有了无线
固话技术， 这些建设成本都 不
需要了 。 只需要我们在后台使
用更先进的技术进行处理。 “从
节约、 环保的角度说， 我们算了
算， 通过开通无线固话， 我们相

当于为国家多种了1万多棵树。”
除了无线固话技术 ， 此次 ，

北京联通还创新开发出了可以跨
区域的公网对讲服务。

“传统的对讲服务， 受距离、
地域限制较多。 集群通信服务，
只能是北京对北京 ， 河北对河
北， 但是这次冬奥会很多组织是
在跨赛区运行的 ， 基于这个特
点， 我们创新开发了公网对讲服
务， 可以实现超远距离、 跨区域
的对讲 ， 但是使用者的使用习
惯、 感知和传统的通信对讲没有
区别。” 刘申申说。

刘申申表示， 这些高新技术
和服务， 虽然都是因为这次冬奥
会而创新、 开发出来的， 但是它
们都将会作为 “奥运遗产” 保留
下来， 将来很有可能加载到日常
的业务中， 运用到老百姓的实际
生活中， 方便更多人。

冬奥赛会志愿者是怎样炼成的？

AR数字化创新运维模式、无线固话技术、公网对讲服务……1月10日，位于首钢园区内的中国联通冬奥通信运行指挥
中心(TTOC)正式对外启用，全面投入冬奥通信运行保障体系的指挥调度工作。 冬奥会通信保障“智慧大脑”也终于揭开了
神秘面纱。 让我们跟随本报记者一同探访冬奥通信运行指挥中心，听专家揭秘通信保障背后的高科技元素。

顺义区胜利街道 “粥” 到服务

□本报记者 陈曦

冬奥会通信保障“智慧大脑”正式启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志
愿者们用出色的服务， 为奥运盛
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
被誉为 “一张最美的城市名片”。
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让北京成为
世界上首个 “双奥之城”， 也对
志愿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冬奥会历史 、 冰雪运动常
识、 防寒防冻知识……面对我国
冰雪运动基础相对薄弱、 冰雪运
动志愿服务经验相对不足的现
实，北京冬奥组委为约1.9万名赛
会志愿者提供系列培训， 打造北
京冬奥会赛时“最美名片”。

据介绍， 为了让赛会志愿者
能够顺利合格上岗， 北京冬奥组
委设计了四个阶段的培训体系，
由志愿者部整合线上和线下资
源， 指导高校和场馆， 对志愿者

进行了系统性强、 特色鲜明的培
训。 在线培训依托北京冬奥组委
信息与知识管理平台 （IKM） 展
开， 志愿者部开发制作了视频课
件， 并为其配套了文字讲义和在
线题库。 线下培训和实践锻炼由
志愿者来源高校组织实施， 他们
发挥学校场地 、 学科专业等优
势 ， 进行了疫情防控 、 扶残助
残、 志愿礼仪、 外语口语等强化
培训， 组织开展国际形势、 思想
教育、 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

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是提升
志愿者服务水平的关键。 到目前
为止， 40余个冬奥场馆以及运行
团队均已开始了对志愿者的场馆
培训和岗位培训。 考虑到一些场
馆无法开展大规模线下培训活
动， 志愿者部帮助场馆与高校对

接， 将部分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
“前置” 到高校内进行， 预计这
些培训将在2022年1月底完成。

专业志愿者是赛时重要的服
务力量， 对他们进行专项培训必
不可少。 在志愿者部的统筹下，
颁奖礼仪领域志愿者进行了为期
50余天的封闭强化训练； 奥林匹
克大家庭、 国家和地区奥委会、
反兴奋剂领域的志愿者在学校内
接受了线下培训；媒体运行、语言
服务等业务领域志愿者则通过在
线的方式接受了专项培训。

目前， 这一培训机制已为京
冀两地高校培养了270余名冬奥
志愿者培训师， 他们成为各高校
线下培训的主要师资力量， 并作
为志愿服务的 “火种”， 照亮未
来的志愿者之路。

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位
于冬奥村东侧的冬奥村东交通场
站也变得更加忙碌。 每天， 车辆
整备人员早早地就上岗了， 对停
放在交通场站的车辆逐一进行交
车前的检查： 拆除车辆座椅上的
保护膜、 铺上脚垫、 检查底盘接
油……整备工作人员介绍： “为
了保证新车的安全性和原厂性
能， 交车前的检查必不可少。”

交通出行顺畅是保障冬奥赛
事顺利举办的重要一环。 朝阳区
新建、 改建了冬奥村东、 冬奥村
南、 亚投行西、 奥体中心4处交
通场站， 用于冬奥赛时服务赛事

车辆驻屯、 清洗维修、 防疫消杀
等， 给车辆安了家。 “除奥体中
心场站是利用原有停车场改建的
以外 ， 其他都是新建的交通场
站， 可为1000多辆车提供服务保
障。” 朝阳区交通委负责人介绍。

冬奥村东公交场站占地3.26
万平方米， 与其他场站不同， 冬
奥村东交通场站用于驻屯服务赛
事的公交车、 大巴车等 “大车”，
还承担着车辆整备任务。 “车辆
整备就是车辆使用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 除了交车前检查， 车辆还
将在场站更换雪地轮胎、 安装车
内硬质隔离、 贴会标、 上牌等。”

冬奥村东交通场站协调副经理陈
元邦介绍。

4个场站中， 奥体中心交通
场站是唯一改建而成的， 且面积
最大、 服务保障车辆最多。 “这
处交通场站原来是奥体中心停车
场 ， 能容纳大约800辆小汽车 ，
目前完成整备的车辆已陆续停放
进来， 下一步， 场站将在周边增
加隔离， 形成封闭空间。” 场站
经理修立君介绍。

防疫是赛事服务保障的重中
之重， 赛事期间， 4个交通场站
所有进场车辆都将进行内外严格
消毒， 确保防疫安全。

朝阳区4处交通场站为冬奥赛事服务车辆“安家”

四阶段培训体系打造冬奥会“最美名片”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香甜软糯的早餐面包以及对联
福字、 布老虎吉祥物等暖心慰
问品送到正在 “小哥驿站” 里
休息的10余位快递小哥手中 。
“把温暖送到手中， 也把节日的
祝福送到大家心中。”

近日， 由顺义区胜利街道
非公企业联合会党支部、 建北
一社区党总支联合举办的 “爱
在腊八 ， 让城 市 更 有 温 度 ”
主 题 活 动 在 该 社 区的 “小哥
驿站” 里暖心举行， 辛苦了一
早上的快递小哥们品着香甜的
腊八粥、 看着电视上正在播出
的冬奥节目， 脸上洋溢出幸福
的笑容……

“身为快递员， 每天的工
作虽然很辛苦。 但街道在城市
核心区为我们建立了几个暖心
驿站， 不但可以遮风避寒、 手
机充电、 观看冬奥节目， 在腊
八之际还能喝上热气腾腾的腊
八粥， 收到新年礼物， 真是暖

身又暖心！ 非常感谢胜利街道
党组织和爱心单位举办的这个
活动！” 京东快递小哥徐超激动
地说。

据介绍， 胜利街道辖区位
于顺义城市核心区， 商超林立
居民众多 ， 每天大约有顺丰 、
京东、 美团等单位的100余名快
递小哥、 外卖员往来穿梭其间。
“以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为代表
的新就业形 态 劳 动 者 群 体 平
日里就为辖区的生产生活做出
了贡献， 在 ‘两节’ 期间， 他
们又主动留京过节， 为疫情防
控和保障辖 区 居 民 顺 利 过 节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赢得广大
居民和驻区单位的喜爱和 尊
重。” 胜利街道工委副书记、 办
事处主任张家丰表示。 下一步，
他们将以新建的 “小哥驿站 ”
为阵地， 发动更多的爱心单位
和爱心居民为快递小哥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加周到 、
暖心的服务。

□本报记者 孙艳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北京冬奥会通信运行指挥中心

暖心腊八粥香飘“小哥驿站”

■2022相约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