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日娜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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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为奥林匹克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为了
办好这场无与伦比的体育盛会， 北京市总工
会派出精兵强将组成团队， 参与到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服务保障工作中， 负责北京
地区的火炬接力景观布置和环境整治、 体育
表演、 观众组织等工作。

深冬初春的数月中， 这些首都工会干部
冒严寒、 顶风雪， 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
的前提下， 义无反顾， 勇毅前行， 用智慧与
汗水克服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困难， 高标准完
成了各项工作， 保障了火炬接力等系列活动
的顺利进行， 在这场 “简约、 安全、 精彩”
的盛会中， 展现了首都工会人的担当、 风采
和力量———

龙城

精细再精细，
让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市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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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11月8日起， 到3月15日， 市总工
会组建了冬奥专班团队， 主要负责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在北京地区的火炬接力景观布置和环境整治、
观众组织与体育表演等工作。 可以说， 正是大家
齐心协力的全心付出， 才保障了火炬传递的成功。
我们每个参与者， 都感觉很自豪！” 市总工会权益
工作部一级调研员苏日娜告诉记者。

苏日娜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
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火炬接力保障组活动景观组综
合运行处处长兼综合组组长，要统筹协调五个点位
小组景观布置工作的具体落实。 “白天去各个点位
踏勘，晚上回来商量方案，大家经常是工作到凌晨；
有时点位小组的人回去后，领导还会带着几个综合
组组长再去磨合。 经过不断完善，提炼出景观布置
总设计原则、设计理念，最后形成景观布置方案，做
成册子，各点位都要按照精准的方案进行布置。 ”

苏日娜介绍， 在进行火炬传递景观布置时，
他们按照 “简约、 安全、 精彩” 的办赛原则进行
设计。 比如说， 展现冬奥元素的景观小品， 最开
始设计的色彩都比较花哨， 但经过几轮讨论后，
景观小品的颜色相对来说就比较简约了， 冬奥小
品以冰雪白色和春节喜庆红色为主。 残奥小品也
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最后以蓝白为主。

此外， 道旗和灯杆旗的面料选择， 他们也反
复斟酌了很久。 面料最开始选的是单面双透的材
质， 但色彩不是特别鲜亮。 经过不断跟冬奥组委
火炬传递团队沟通协商， 最后采用单面加厚材质。
在北京冬残奥会时， 还做了部分的双面印刷， 颜
色更加鲜亮了。 “过程后期我们会紧盯生产进度。

哪有问题就及时沟通调整， 确保所有物品按质按
期交付。” 苏日娜说。 此外， 所有物料的数量都得
计划精确， 也会适度做些富余量， 以备不时之需。

天坛公园道旗底下墩子配重 ， 原先定的500
斤， 确保旗子在大风天气不倒。 但墩子下面的砖
是文物，压坏了怎么办？ “最后结合3月份的天气情
况，综合考虑文物古迹保护要求， 在给每个墩子底
下增加地毯防护的同时， 还把配重减到200斤。 此
外， 在火炬接力现场设置了应急保障队伍， 及时
处理解决了传递路线应急变化、 景观维护、 媒体
和观众区域调整等突发问题。 让我们感到自豪的
是，残奥会火炬传递的最后一天风力特别大，大概
有八九级，但我们所有的道旗、灯杆旗都经受住了
强风考验，无一倾倒！ ”苏日娜说。

遗憾的是， 今年1月底苏日娜崴了脚， 韧带断
了两根， 只能回家养伤， 但她依然没放弃工作 ，
在家通过电话、 网络继续开展冬奥服务保障工作。
伤势稍微好转后，她就拄着拐回到了办公室，又跟
大家并肩作战。 冬残奥会时，她主动申请去残奥指
挥部值班，时刻从监控视频上观察景观布置在现场
传递过程当中的效果怎么样，观众反映如何，有突
发情况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汇报。

“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再有机会参加这样大
的赛事保障服务。整个过程，我尽全力去参与，能够
参与冬奥保障服务，感觉很幸福！ ”苏日娜说。

市总工会权益工作部一级调研员

全力以赴，让所有的
方案都做到最好

“这几个月参与冬奥服务保障， 虽然很辛苦，
但我充满了荣誉感和自豪感！” 北京市总工会宣教
部副部长龙城感慨地说。

龙城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
运行保障指挥部火炬接力保障组活动景观组综合
运行处副处长兼第一组组长，在北京冬奥会前后期
间，他负责奥森公园的景观布置。前期去踏勘，龙城
去了六七次，奥森公园一圈10公里，每次走一圈就
得几个小时，他的脚都冻麻了。“冬奥组委要求火炬
接力的沿线不能出现商业标识，所以奥森公园里有
些商业标识能拆除的我们就直接拆除了，不能拆除
的，要进行适当遮挡。这是一项大工程，我们前前后
后拆除或遮挡了110多处商业标识。 ”龙城说。

让龙城印象最深刻的是拆除奥森公园火炬接
力第八棒位置处的商业标识“来跑吧”。“来跑吧”包
括3米×10米的商业大标牌和2米×2米的大logo。 大
logo拆了，但大标牌拆不了，因为一旦拆除，就很难
恢复，于是就考虑进行遮挡，光这一个点需要遮挡
和拆除的项目就超过30处，可见任务之繁杂。

“其实从施工角度来讲并不复杂， 复杂的是
出方案， 这个方案我们要向市里的保障组汇报，
还需要跟业主多方协商。 此外， 在拆除或遮挡的
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他们原来橱窗里
贴了一些广告，拆完了之后，但整体美观度就没有
了；我们就得后期联系专业公司，进行相应的美化，
这就特别耗费精神。” 龙城告诉记者。

除了商业标识的拆除或遮挡， 奥森公园里的
景观布置也非常辛苦烦琐， 要布置灯杆旗、 道旗、
A字板、 一米线。 还要在火炬传递的沿线做一些

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元素相关的景观小品。
“火炬传递在奥森公园一共是135棒。 平均一个人
传递70米左右。 每一棒边上的道旗、 灯杆旗、 A
字板、 一米线的位置， 还有媒体拍摄区， 我们都
要很清楚， 甚至包括哪组景观小品在什么位置，
内容是什么， 都需要了如指掌。” 龙城说。

1月10日之前， 需要确定所有物料的数量， 仅
奥森公园就包括景观小品9组、 灯杆旗425套、 道
旗79套……1月20日左右， 这些物资就陆续生产出
来了， 验收合格后他们便开始进行布置。 “景观
布置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保证火炬传递当天不能
出任何问题。” 龙城说。 奥森公园的火炬传递是2
月2日， 1月31日龙城和其他工作人员就进行了实
地全要素彩排。 2月1日晚上10点， 他们又检查了
一遍。 2月2日凌晨4点上岗， 他们再次把现场所有
的景观看了一遍， 确保万无一失。

传递火炬当天组织观众的集结疏散方案， 龙
城和工作人员也调整了很多遍， 尽量缩短寒冷天
气下观众在园区的停留时间， “集结疏散方案包
括的细节比较多， 我们要跟属地各个单位磨合很
多遍， 最后才定下来。” 龙城告诉记者。

活动当天， 火炬传递非常成功， “当2月4日
火炬传递进鸟巢， 火炬手把它放到大雪花上的那
一刻， 我心里充满了参与感、 荣誉感和自豪感，
这之前几个月的辛苦也一扫而空。” 龙城最后说。

苏日娜 （右一） 与同事们商定背景板、 道旗安装方案

在奥森火炬传递观众点位， 龙城 （右一） 与
同事们一起摆放隔离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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