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总工会冬奥专班工作人员检查首钢园廊桥道旗

见证了首钢 “由火到冰” 转变， 由轧钢工人转型为制冰工的刘博强 （左二） 成为了首钢
园火炬传递的最后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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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世瞩目、万众期待中，2月4日晚，伴随最后
一棒火炬被放置在鸟巢主火炬台上， 北京2022年冬
奥会正式开幕。 此前的3天里，共有900余名火炬手和
3000余名观众、 体育表演人员在北京市参与了奥运
火炬传递，他们的足迹遍布朝阳、海淀、通州、石景
山、延庆五个区，涉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冬奥公园、
首钢园、八达岭长城、世葡园、颐和园和大运河森林
公园等园区，让冬日的北京处处洋溢着奥运的气息。
3天里，记者紧紧跟随他们的脚步，见证了工会人的
担当和作为，看到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骄傲和热情，
感受到了这场盛会的“工”力量。

这是一次首都工会人“保驾护航”
的冬奥

在严密的疫情防控下， 为期3天的北京区域火
炬传递组织井然有序， 在既有精彩表演， 又有掌声
欢呼， 现场气氛极其热烈的情况下， 各环节实现了
“零” 失误。 由于准备工作极为扎实， 即使是大风
天气下， 也没有一面道旗被吹倒。 而这一切， 都离
不开 “流程顺畅无死角， 环节缜密有预案” 的幕后
保障工作。

2021年11月， 应上级要求， 北京市总工会成立
工作专班， 负责北京市火炬传递保障组活动景观组
的工作， 主要负责火炬传递活动中景观布置、 环境
整治、 体育表演、 观众组织四个大项工作。 为保证
工作万无一失， 市总工会从全机关系统选派精兵强
将， 共有50余名工会干部先后加入活动景观组。

由于工作筹备时间紧 、 涉及点位多 、 环节琐
碎、 协调复杂， 还要考虑到天气等很多变量因素，
活动景观组面临着一场 “硬仗”。 “想要在有限时
间内打一场 ‘漂亮仗’， 就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要
把很多问题想在前面， 把工作做在前面。” 活动景
观组副组长、 市总工会权益工作部部长邵英男说。
为此， 活动景观组做好了攻坚克难的各项准备， 为
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几个月里， “安全” 和 “精细” 成为活动景观
组工作的关键词， 为此， 组里还专门制定了 “1+3”
工作方案体系， 即活动景观总体工作方案， 景观布
置和环境整治方案、 体育表演和观众组织方案、 疫
情防控方案， 同时还建立了 “市———区———园区”
的三级组织体系。 北京区域内火炬传递共涉及 “五
区六园”， 其中有山地、 平路、 河畔、 园区， 地形
和环境复杂， 想要做到不出纰漏、 不留死角， 就得
用 “笨办法”， 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现场踏勘， 多的
甚至踏勘了20遍。 考虑到天气寒冷， 为了让观众晚
来早走， 活动景观组千方百计提升各环节衔接紧凑
度， 做到了包括通勤时间在内， 观众参加每场活动
的总时间不超过3小时、 在园区等候时间不超过1小
时、 行走距离不超过3公里。

为预防各类突发事件， 在应急处置上， 活动景
观组做到了 “一园区一预案”， 且每个园区都配备

了10至30人不等的应急队伍。 这些工会干部使出了
“绣花功夫”， 提前在温度较低、 风力较大的延庆区
对物料进行测试， 对不合格的及时进行更换， 确保
物料经得住恶劣天气考验。 邵英男介绍， 应急预案
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天气预报有大风天气， 2月4
日下午进行的大运河火炬传递需要调整线路并进行
景观布置， 最终所需要的60面道旗和15个A字板，
都实现了顺利从其他园区物资储备中紧急调用。

随着奥运火炬被放置在主火炬台上， 活动景观
组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大家克服了很多困
难， 结果十分完美。” 邵英男说， “这说明咱工会
人能扛硬仗， 能打胜仗。”

这是一次普通劳动者“零距离”
参与的冬奥

2月2日19时01分， 首钢三高炉南广场成为了整
个首钢园的焦点。 担任首钢园冬奥火炬传递最后一
棒的刘博强高举手中的圣火， 点燃了广场中央的火
种台。 刘博强原是一名轧钢工人， 如今， 与冬奥结
缘的他， 转型成为了首钢冬训中心的制冰师， 还通
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 首钢工匠等
荣誉。

刘博强说， 他点燃了神圣的奥运之火， 同时也
点燃了无数首钢转型职工的希望之火。 经历了厂区
搬迁和产业调整的首钢园， 曾一度陷入沉寂， 是冬
奥让这座拥有百年工业历史的老厂区重新焕发活
力， 让那些在沉寂中彷徨、 等待的首钢职工看到了
一条创新、 创业、 创优的转型之路。 制冰师、 讲解
员、 保安员、 物业经理……冬奥让首钢职工有了新
职业， 激发了他们的自信， 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这场盛会中， 共有20名首钢职工参与了北京区
域冬奥火炬的传递。 首钢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克欣告
诉记者， 这20人中， 有5人是全国劳模， 11人是省
部级劳模或劳动奖章获得者， 其中多人拥有首钢工
匠荣誉称号。 “首钢集团选拔火炬手， 优先想着咱
一线职工， 心里别提多美了。” 全国劳模、 首钢技
术研究院女焊工刘宏兴奋地说， 这体现了企业对高
技能人才的重视， 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关注， 能
推动更多首钢职工学技术、 有奔头。

正如这20名首钢职工一样， 北京冬奥会的火炬
手来自全市各行各业， 其中大部分是扎根生产和工
作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 “不平凡的普通人”。 全国
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街道玉桥东里社区
党总支书记杨平的 “冬奥之旅” 可谓是惊喜不断。
身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冬奥火炬传递第124棒火炬
手的她， 直到活动开始前， 才知道自己要交接的下
一棒是获得 “人民英雄” 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伯礼。 “作为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 能与自己的
偶像以这种方式见面， 想都不敢想！” 杨平还和张
伯礼 “定制” 了专属的火炬交接动作， 这让她直言
此举将 “终生难忘”。

“本以为是观看开幕式 ， 没想到是参演开幕
式。” 这是杨平收获的第二个惊喜。 2月4日晚， 她
和刘宏等108名各行各业的职工代表， 以演职人员
的身份出现在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在 “展旗仪
式” 环节， 杨平和刘宏等人满含深情郑重地将国旗
传递， 笔直站立注视国旗庄严升起 。 这个参演任
务， 杨平也是直到上个月才被告知。 “先是感到难
以置信， 然后是紧张， 现在是激动和自豪！” 开幕
式后， 她难掩心中激动 ， “这回算是值了 ！ 圆满
了！”

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采访中说， 人民与国旗
的近距离接触充满情感， 看似没有伟大的表演感，
但是最直抵人心 。 刘宏也表示 ， 身为一名技术工
人， 能够直接参与火炬接力与开幕式演出， 充分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 充分证实了这
是一次普通劳动者能够 “零距离” 参与的冬奥会。

这是一次所有人“一起向未来”的
冬奥

为了在 “家门口” 办好这场冰雪盛典， 北京市
各行各业的职工都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干劲， 投
入到了保障冬奥的行列中。 其中， 既有参与 “双奥
之城” 保障的 “双奥人”， 也有一家三口齐上阵的
“冬奥家庭”。

作为一名 “双奥人”， 市火炬传递保障组活动
景观组综合协调处处长、 市总工会职工服务工作部
副部长梁雪竹对奥运的理解 ， 经历了由 “我 ” 到
“我们” 的转变。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梁雪竹
是北京奥组委的一名工作人员。 “身为工会人， 我
发现办好奥运其实需要更多部门的集思广益、 更多
人的勠力同心， 这么复杂的工作体系需要无数的
‘我们’ 通力协作。” 梁雪竹说。

曾是首钢天车女司机的姜金玉， 转型成为了首
钢园区的冬奥讲解员， 冬奥期间， 她被抽调到北京
冬奥组委的抵离中心服务冬奥。 “不光是我， 我们
一家三口人都在服务保障冬奥！” 姜金玉兴奋地告
诉记者， 自己的爱人正在北京地铁供电公司全力保
障冬奥期间交通安全， 而自己的儿子———北京理工
大学北京学院物联网工程专业2020级学生田硕则以
志愿者身份，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赛区辅助进行无线
电信号监测、 设备测试和维检等工作。 “以前跟妈
妈来厂区， 感觉都是历史感和工业气息， 这回来园
区， 承担了工作任务， 感觉跟这里亲近了很多 。”
在赛区的田硕十分兴奋， “在这儿认识了很多运动
员， 学到了很多知识， 见识到了很多硬核科技， 最
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他表示， 妈妈
在首钢工作， 首钢也算是自己的 “主场”， 他将和
妈妈在园区共同服务好冬奥会， “一起向未来”。

正如姜金玉一家，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无数个
“我们”的冬奥会，是所有人“一起向未来”的冬奥会。

在冬奥公园指挥部内， 市总工会冬奥专班工作人员反
复查看传递线路的景观布置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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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中的“工”力量
在冬奥公园火炬传递现场，中国短道速滑名将王濛起跑前与

“冰雪迷”们互动

市总工会冬奥专班工作人员调整火炬传递路线上的A字板

火炬传递活动有序顺利完成后，市总工会冬奥专班工作人员开心地拍全家福

在火炬传递现场， 首都职工群众挥舞着国旗， 为火炬手欢呼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