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2022北京新闻中心近日召开
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建设专场新闻发布会 。 会
上，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王磊表示， 北京冬奥
会创新应用的数字媒体、 智
能通信、 人工智能、 虚拟现
实、 数字孪生、 智慧医疗、
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等一系
列科技成果， 都会在赛后进
一步推广应用。

据王磊介绍， 数字经济
的应用场景体现在冬奥的
方 方面面 ， 包括北京冬奥
会的开幕式、 赛事及场馆的
运行保障都在全方位展示着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科技成
果。

“比如， 冬奥智慧餐厅
的机器人主厨， 可以实现24
小时的点餐、 制餐、 出餐全
流程自动化服务； 冬奥村房

间为运动员安放了多功能智
能床； 还有国家速滑馆中的
‘超高速 4K轨道摄像机系
统’， 能实时跟踪运动员的
位置， 灵活捕捉比赛画面。”
王磊说。

此外， 北京冬奥会实现
了奥运历史上首次采用8K
视频技术直播开幕式和转播
重要赛事 ， 同时以此为契
机， 组建了全球首个城市级
8K播放体系 ， 开通了国内
首个省级8K频道 ， 在北京
市公共场所建设了20块8K
屏幕， 部署了200台8K大尺
寸电视机。

王磊表示， 北京冬奥会
不仅是一项体育盛会， 也是
一项数字科技创新与应用的
大会， 一系列科技成果都会
成为重要 、 宝贵的奥运遗
产 ， 在赛后进一步推广应
用， 惠及每个人。

北京冬奥会数字科技成果
将在赛后进一步推广应用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2月13日 ， 在2022北京新闻
中心新闻发布会北京历史文
化保护专场上， 北京市石景
山区区委常委、 副区长李先
侠介绍， 石景山区将以北京
冬奥会为契机 ， 培育 “体
育+” 产业生态， 传承保护
和利用好冬奥遗产。

李先侠说， 石景山区正
在前瞻性谋划大跳台、 冬奥
组委、 “四块冰” 三大片区
的赛后利用， 赋予其体育休
闲街区 、 单板与空中技巧
研 发中心及冬季运动展示
等功能。 还将制定北京冬奥
会首钢工业遗存保护名录，
研究工业遗存再利用模式与
方案， 培育 “体育+” 产业
生态， 重点发展体育商贸、

体育会展、 康体休闲、 文化
演艺 、 体育旅游等多元业
态。

李先侠表示， 将继续挖
掘首钢工业文化内涵， 重点
实施高炉、 焦炉、 转运站等
工业遗存改造工程， 建设首
钢工业遗址公园， 打造首都
近现代钢铁产业历史纪念地
和特色工业遗存体验场所，
建设大尺度、 开放型特色公
共空间。 规划科技游首钢 、
网红首钢、 夜游首钢等特色
文旅线路。 此外， 将在首钢
园重点发展科幻产业， 推动
科幻产业集聚区建设 。 目
前， 集聚区已吸引中国科幻
研究中心、 腾讯、 当红齐天
等10余家科幻企业入驻及相
关项目落地。

■冬奥城·事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马振涛 田逢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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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主题插画 为北京冬奥助力

找寻合适的笔刷、 反复比对
图片、 打磨每个线条……2月12
日上午10点， 坐在书桌前的周兴
宇聚精会神地绘制着第二幅冬奥
主题插画。 北京冬奥会开幕后，
这位喜欢绘画的有轨电车驾驶员
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冬奥
的热爱。

今年25岁的周兴宇， 已经在
北京公交集团西郊线工作三年
多 。 西郊线运营故事 、 人文风
景、 公交吉祥物表情包……虽然
工作忙碌， 但业余时间他还是会
拿起画笔记录身边的美好。 随着
北京冬奥会脚步的临近， 绘画创
作冬奥吉祥物的想法不断在他的
脑海中萦绕。

“虽然我不能像其他公交职
工那样， 参与到冬奥运营保障一
线中 ， 但我也可以立足平凡岗
位 ， 通过自己的方式为冬奥助
力。” 周兴宇说。 怎么才能将冬
奥吉祥物画得活灵活现？ 如何将
冬奥和公交线路结合？ 空闲时，
他通过电脑查找着冬奥吉祥物的
各种图片 ， 边看边用笔打着线
稿。 为了更生动地表现吉祥物的

神态和动作， 他还来到特许商品
店做近距离观察。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2月
5日，周兴宇开始正式绘制第一幅
冬奥主题插画。 创作电脑插画和
画笔绘画不同， 一幅作品完成需
要经过不断变化笔刷、挑选色块、
将画面分层等多个步骤。 看似简
单的操作，他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要不要再给雪容融的滑雪
板多些色彩？ ”“冰墩墩的滑雪姿
态会不会有些别扭？”绘画中的周
兴宇时常自言自语， 思考着画面
中的每个元素，想要用更合适、更
优美的方式展现他心中的吉祥物
参与冰雪运动的状态。

很快， 周兴宇创作出第一幅
冬奥主题插画。 这幅画中， 手持
滑雪杖的冰墩墩和脚踏滑雪板的
雪容融， 享受着冰雪运动带来的
快乐 。 “还是没有和公交结合
上 。 不成 ， 这画不合格 ， 我要
改。” 还没来得及享受创作后的
喜悦， 爱较真儿的他并不满意自
己的第一稿作品。 怎么改？ 怎么
加上公交元素？ 一连串的问号激
发着他的创作灵感。

“要不就画上一辆有轨电车
吧。” 周兴宇决定将陪伴自己三
年的 “小伙伴儿” 带入这个冰雪
的世界中。 对于绘制朝夕相伴的
有轨电车， 周兴宇并不用花费太
多时间， 车厢、 车门、 轨道这些
元素早已深深印刻在他的大脑
中。 画稿修改完成了， 他兴奋地
将作品展示给同事。

“小周， 你这画得太棒啦。”
“呵 ， 不仅有冰墩墩和雪容融 ，
还有咱们的有轨电车。” 周兴宇
的画作得到了同事们的称赞。 结
合大家的小建议， 他又微调了画
面列车的位置。 就这样， 一幅由
冬奥吉祥物和西郊线元素结合的
冬奥主题插画诞生了。 这幅精美
的插画被发到了公司的公众号上
进行展示。

“第一幅画我主要展示了滑
雪这个项目， 我计划着再画几幅
插画，呈现更多的冬奥项目。 ”周
兴宇说，“我想通过手绘插画，将
冰墩墩与雪容融同有轨电车结合
在一起，宣传冬奥，让更多的公交
人爱上冰雪运动 ， 体验冬奥魅
力。 ”

保障冬奥公交车辆运营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能参与到冬奥会专用车辆

保障工作中， 我太兴奋了！” 北
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公交车
辆救援保障团队第一保障区内，
北京市劳动模范、 保修分公司一
厂二车间班组长邱德运正在带领
保障团队进行服务车辆巡查。 身
为一名公交保修技术尖兵， 邱德
运虽参加过多次重大活动保障，
但这一次他不再是 “单兵作战”，
而是带领了一个团队， 这让他感
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公交车辆运营在人们的生
活里太普通了， 因为它随时随地
都在我们的身边， 冬奥服务保障
也离不开它。” 为了保证冬奥专
用车辆稳定可靠运营， 邱德运和
重大赛事用车技术服务保障团队
的成员们每天都要对车辆技术状
况进行彻底检查， 从发动机到线
束插件、 从蓄电池到每一个信号
灯， 再到转向系统、 制动系统、

润滑系统进行逐项检查。
虽然春节期间也不能和家人

团聚， 室外温度已经下降到了零
下7℃， 大家的双手冻得发红发
肿， 脸上被寒风吹得发皴， 但直
到最后一辆赛事用车检修完毕，

护送着车辆安全驶出， 大家才哈
着气温暖一下冻得发僵的双手。

“保证专用车辆平安运营就
是我们保障团队最高兴的事情。
作为一名北京市劳动模范， 我将
发挥引领作用， 带领小分队， 以

更加精湛的技艺、 更加严谨的态
度， 更加饱满的热情， 保障赛事
用车安全行驶， 为北京冬奥会贡
献公交保修职工的力量！” 邱德
运信心满满地说。

同一时间， 北京赛区公交车
辆救援保障团队第二保障区内，
刚刚完成车辆检查任务的公交保
修分公司一厂二车间保修二组职
工高魁走进休息室搓搓冻得发红
的双手， 来不及暖和暖和就从怀
里拿出手机连线老家的父母。

“爸， 我和伙伴们在冬奥保
障基地给您二老拜年了， 祝您们
身体健康、 虎年大吉， 咱家那边
冷， 您和我妈就在家暖和着别出
来啊， 千万别感冒了……”

中国年与奥运的相逢， 让壬
寅新春分外不同。 春节期间， 众
多 公 交 保 修 一 线 劳 动 者 坚 守
在 各 自岗位上 ， 默默奉献 、 辛
勤付出， 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一个

个 “言必信行必果” 的冬奥保障
故事。

“冬奥服务保障用车的前期
准备工作中， 我作为一名公交车
辆维保生产技术骨干， 承修的每
一部车辆都有我们的身影， 每一
个车辆关键部位、 每一个总成部
件都有我们触摸的印记。” 北京
市劳动模范、 保修分公司三厂技
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杨义海告诉
记者， “精检细修、 及时解决、
确保合格、 认真记录”， 这16字
工作方针始终牢牢印在他的脑海
中。 他和同事们要用精益求精，
万无一失的职业操守， 践行公交
保修人的职业精神， 精心维护好
每一部赛会用车。

“能够参与国家重大活动，
我很自豪和骄傲， 我不是一个人
在 ‘战斗’， 而是一群人参与其
中 ， 这种团队荣誉感真的好 。”
邱德运说。

■助力冬奥 首都职工在行动

□本报记者 盛丽

石景山将培育“体育+”多元产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