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岳
北京市服务工会副主席

□本报记者 陈曦

“虽然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
间，我们全程都是做幕后工作，但能为
火炬传递保驾护航，为北京这座‘双奥
之城’绘上一抹靓色，我很自豪。 ”北京
市服务工会副主席石岳说。

2021年11月到2022年3月，石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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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组
长，负责冬奥会火炬接力点颐和园、冬
残奥会火炬接力点中国残疾人体育运
动管理中心、 火种采集点中国盲文图
书馆的环境整治、 景观布置、 观众集
散、体育展演组织等工作。

众所周知， 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
产，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岳
介绍，在颐和园举办的这场以“华夏园
囿”为主题的火炬接力活动中，为了不
影响其本身的环境氛围， 筹备阶段很
多工作都是在做“减法”。

“比如，很多活动中都会使用背景
板，地上会铺红地毯，但在这里都没有
安排，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突出颐和
园的古建园林景观。 ”他举例说。

在这样的理念下， 石岳和团队的
工作重点，一方面是保障文物安全，另
一方面是优化观众体验。 他介绍，颐和

园内有众多文物古建，地面、墙面、古
树要做好保护，窗户、房檐不能悬挂、
放置任何装饰品， 园区内也没有路灯
杆，营造氛围的设施空间十分有限。

在石岳看来， 颐和园内的环境布
置工作与其它点位相比，虽然“简约”，
却一点都不简单。 景观布置施工和传
递贯穿中国农历春节， 这时又是孩子
们的寒假，游客很多。 为了不干扰园区
正常游览运营， 他们就把布置施工都
安排在夜里，每次都是静园后去，凌晨
四五点结束。

园内道路狭窄， 沿途有的位置只
有3米多宽，无法使用大型货车运送物
料，他们只能用小型车，像蚂蚁搬家一
样，一点一点地把物料运送到园内。 石
岳和团队全程徒步，测算位置、定点卸
货、安装施工。 北京的冬天，尤其是半
夜，温度零下十几摄氏度，他们就这样
一步一步，完成了整个环境布置工作。

与此同时， 颐和园的火炬传递路
线是一条单线，只要开始传递，观众就
必须等待火炬手通过后才能返回。 这
就导致了在收火点附近观看的观众等
待时间比较长。 “如果就让观众这么
等着， 我们测算了一下， 终点的观众
大概要在寒冷的室外站3个小时。 于

是， 我们与安保和颐和园反复沟通，
缩短观众步行距离， 同时将昆明湖畔
的听鹂馆饭庄作为观众临时休息点，
还准备了热水。” 石岳说， 通过调整
方案， 观众室外等候时间大大压缩，
优化了参与活动体验。

冬残奥会火炬接力点中国残疾人
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相关工作， 也是
石岳带领团队完成的。 因为这里还承
担着残奥会国家队运动员和开闭幕式
表演人员的服务保障任务， 实施封闭
管理， 所以留给他和团队的时间十分
有限。 每次踏勘，他都会通过多角度拍
照、大量采集数据等方式，收集信息，
为之后的环境整治、景观设计、布置施
工做好准备，把功课做在场外。

“参与此次活动，锻炼了我的向前
意识、奉献意识和担当意识。 ”石岳坦
言，这种大型活动，往往是临时性的，

没有稳定的机构、制度去支撑，所以工
作中，大事小情，他都会主动向前，提
前同其他部门沟通。 临时有个数据需
要复勘，他拿上公园年票开车就走了，
能自己解决的事绝不假手于人。 而在
工作现场，因为很多情况瞬息万变，如
突发极端天气等，他也会审时度势，正
确决策，确保活动安全顺畅。

石岳说，大型活动是锻炼干部、增
进团结、打造队伍的平台。 通过专班工
作，他丰富了技能本领，提升了抗压和
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 与机关系统众
多中青年干部也增进了了解和友谊。

“火炬传递景观专班工作获得的
经验与收获，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
会把这些都带到本职工作中， 立足岗
位奉献，主动服务职工需求，加强同产
业企业工会的联系， 更好维护职工权
益。 ”石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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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
经落下帷幕， 参与火炬接力筹备和运
行工作的许载舟也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 ， 说起这段经历 ， 他至今记忆犹
新。 “参与制作火炬接力景观布置方
案 ， 我们连续三周， 出了200多本样
稿， 几乎是 ‘一日一册’； 而在大运
河森林公园火炬传递前， 更是挑战了
20小时内完成新路线规划与布景实
施， 这是个高难度任务。” 许载舟自
豪地说， 克服万难， 全力以赴， 是他
对过去近5个月工作最大的体会， 而
这次难得的经历， 也让他树立了 “能
打硬仗” 的信心与勇气。

许载舟现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
宫办公室副主任， 2021年11月， 他被
组织抽调至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火炬接力
保障组活动景观组的综合运行处， 并
担任第五组组长。 由于是美术专业出
身， 许载舟一进组， 就主动请缨参与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接力景观
布置方案制作。

“离火炬接力倒计时不足100天，
我们需要实地踏勘， 了解各点位景观
环境、 局部气候、 基础设施和周边交
通等情况， 并结合核心主题与实际情
况， 与冬奥组委专家、 实施和属地单
位多次会商、 研究设计方案。” 许载
舟说 ， 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工
作， 为了圆满完成设计工作， 他和团

队不惧严寒， 先后十几次反复实地踏
勘 ， 形成初步方案后 ， 更是精益求
精， 不断打磨雕琢样稿。

“那段时间， 我们上午交样稿 ，
接受审核 ， 下午和晚上结合各方意
见， 进行修改。 有时更是要奋战到凌
晨， 才能把新稿送印刷厂， 然后第二
天继续接受审核。” 许载舟回忆， 连
续三周时间， 他和团队几乎是日夜兼
程地干工 ， 一边修改内容 ， 一边排
版， 一边进行校对， 经过不断内卷、
较真、 挑错， 终于在改了十几个版本
200多册样稿后 ， 完成了 《北京2022
年冬奥火炬接力景观布置方案 》 和
《北京2022年冬残奥火炬接力景观布
置方案》， 得到了指挥部领导和组委
专家的一致认可。

如果说 “一日一册” 的制作方案
仅仅是对头脑和精力的挑战， 火炬接
力前20个小时， 接下修改部分传递路
线的任务， 则是对许载舟和同事们应
急处置能力、 重新规划实施能力和心
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2022年2月3日下午两点多， 我
们接到气象部门预计第二天火炬接力
当天大概率出现大风天气的通知， 需
要紧急将大运河森林公园原计划水路
接力棒次改为陆路接力的调整。” 许
载舟说， “不到20个小时， 我们要完
成新路线规划、 传递点位测绘， 以及
新增路段布景等众多工作， 当时心理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没有时间犹豫 ， 接 受 任 务 的 许

载 舟 凭 借 对 园 区 的 熟 悉 和 扎 实 的
准备工作 ， 很快就在当天下午四点
钟左右拿出了新的设计方案， 并一次
通过， 随后， 测绘传递点位， 布置景
观， 配套应急预案、 观众集散方案等
一气呵成。 “我始终不能忘记现场领
导的信任和来自同志们的支持。” 许
载舟说 ， 领导的一句 “你是现场指
挥， 你能做最精准判断” 的信任， 给
了他莫大的鼓舞； 同事们及时支援了
2.38公里新增路段所需60套道旗、 15
套A字板、 120套一米栏等物料， 让他
大为感动。

2月3日晚上八点多， 从其他火炬
传递点位送来的整整5辆大卡车的布
景物料陆续达到大运河森林公园， 现
场40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奋战， 与时间
赛跑， 进行景观布置， 直至夜里12点
多 。 “事实上 ， 夜里布景有很多未
知， 我们不知道新布景能不能扛过夜
间的大风 ， 也不知道白天的效果如

何， 甚至考虑到了道旗是否有遮挡或
阴影。” 许载舟告诉记者， 即便是心
中略感不安， 但他对团队的方案还是
非常有信心的。

第二天， 北京2022年冬奥会在大
运河森林公园的火炬传递顺利进行，
守在指挥室里临阵指挥的许载舟沉稳
坚定。

“唯一遗憾的是， 受天气影响 ，
精心准备的坊船水上传递火炬的画面
没有展示出来 。” 许载舟告诉记者 ，
在前面的无数次演练过程中， 他看到
铺着 “2022” 字样橙色地毯的坊船 ，
划过运河蓝色的水面，简直美极了。 团
队对此付出了很大心血与精力。 “虽然
带着这份遗憾， 但我们还是高水平的
完成了工作。 ”许载舟说，完成了此次
奥运运行保障工作， 他自信身处的团
队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虽然过程
有苦也有累，但如今回忆起来，满是开
心与收获， 而这也将成为他人生非常
重要的记忆和宝贵的财富。
（本期照片由本报记者陈艺、彭程摄）

许载舟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室副主任

□本报记者 王路曼

从“一日一册”到20小时打造“临时路线”

大事小情主动向前 努力优化活动体验

深夜， 在颐和园火炬传递点位， 石岳 （左一） 与组员一起进行景观安装

在大运河森林公园，许载舟（右一）与安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商讨制定安全应急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