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工人正在北京冬奥公园调试标志性景观节点“冬奥之环”夜
景灯。至此，公园内“冰雪森林”“火车乐园”等30多个景观节点全部完
工亮相，以全新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 陈晓根 摄

北京冬奥公园标志性景观“冬奥之环”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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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杰 意大利香菜、
莳萝、马祖林、欧当归、香蜂花、
芝麻菜……尽管已是严冬，南六
环外一处蔬菜种植基地的温室
里，各种香辛蔬菜长势喜人。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它们
将走上餐桌，为各国运动员带去
浓浓的“家乡味道”。

不久前，北京冬奥组委正式
发布冬奥会运动员菜单，678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菜品，将让
运动员们充分感受中国的热情
和好客之道。菜单发布的同时，
冬奥会餐饮服务商随即向基地
开出一串长长的食材订单，包括
80余种蔬菜，共91个品类。

蔬菜种植基地承担着冬奥
会三大冬奥村的蔬菜供应，随着
赛事脚步越来越近，蔬菜保供已

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北京冬奥
会是全球重大赛事，我们一定要
把蔬菜供应做到最好。”蔬菜基
地相关负责人韩贵成说，保供蔬
菜基本上来源于自有生产基地，
根据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
时间，已合理安排各蔬菜品种的
种植茬口、面积。

由于北京冬天太冷，有些蔬
菜已无法种植，80余种蔬菜中，
有26种在北京根本没有。经政
府主管部门批准，基地协调公司
在福建的生产基地和相关企业，
在全国遴选属地政府认证的优
质供应商调运。目前已确定21
种蔬菜的供应，其余5种也即将
通过调运落实。

来料检验、原料入库、修整、
分切、清洗消毒、脱水、分拣挑

选、冷库储存……穿着防护服的
工人与机器配合，一步一步加工
操作，将一车车毛菜变为一箱箱
净菜。这是记者在蔬菜基地鲜
切菜生产车间内看到的繁忙景
象。冬奥会期间，三大冬奥村所
需的蔬菜食材，将在这里完成加
工，再按需配送。

食材安全是重中之重。韩
贵成介绍，保供冬奥会的所有蔬
菜都需经过企业、第三方及相关
部门的严苛检测关和随机抽检
关，检测记录、留样、报告都要留
到供应结束后3个月，从而确保
每一个品种的蔬菜都可追溯。
蔬菜配送也是由专车专人运输，
并通过安装视频监控和GPS定
位等技术措施，保证运输过程的
安全。疫情期间，每次运输任务

前更是要全面消毒，并定期开展
人员车辆环境核酸检测。

80余种蔬菜中，也有一些意
大利香菜这样的“小众菜”，让基
地一度犯愁。蔬菜种植基地专
家文国强说，接到订单后,大家
上网查，咨询专家，这才知道意
大利香菜是欧洲国家腌制酱菜
中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发动员
工、经销商四处寻找，最终从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找到种子，随即
安排生产基地完成种植。

据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
冬奥村餐饮服务商负责人介绍，
冬奥会以低气温国家参赛运动
员为主，这些国家的运动员中，
吃菜基本上选沙拉，沙拉中需要
添加各种香辛蔬菜。冬奥村所
用蔬菜中，除抱子甘蓝、芝麻菜、

百里香等是欧美国家圣诞节必
不可少的蔬菜和香料外，莳萝在
北欧及东欧是酸辣菜、沙拉及甜
点中增加风味的重要添加剂；鼠
尾草可用于去除牛羊肉的膻味，
是美国运动员熟悉的味道；马祖
林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烹调香
料；韭葱是欧洲餐馆习惯使用的
配菜，法国运动员更是将其视为
上好的蔬菜……

前期种植的意大利香菜、法
香、韭葱长势喜人，茂盛的香茅已
长至齐腰高；上月种植的莳萝、平
叶香芹、风轮菜仍是一垄垄的小
苗，工人们正在为其除草，精心栽
培。“从眼下生长情况看，等到冬
奥会时，这些鲜嫩的蔬菜都能端
上运动员餐桌，让他们在咱北京
也能尝到家乡味道。”文国强说。

本报讯吴东赵晓松近日，
“冰丝带”智慧场馆建设正式完
成，先进的硬件设施与“最强大
脑”——智慧集成和数字孪生平
台紧密配合，让这座北京冬奥会
唯一新建冰上场馆不仅可以为
运动员、观众、裁判员、媒体等相
关方提供最精细、贴心的服务，
也在运行管理上更便捷，减少场
馆能耗。

通过“最强大脑”——智慧
集成和数字孪生平台，“冰丝带”
不仅让观众享受到入场和观赛
的便利，更成为一座有感觉、会
呼吸、有记忆、会思考、能自我调
节的智慧场馆。国家速滑馆公
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久林介
绍，“冰丝带”场馆内外的传感器
采集、监测相关数据后，上传至
“最强大脑”，再由后者通过计算

判断场馆运行状态，并做出相应
调整。目前，“最强大脑”已接入
36个系统，近10万点实时数据，
可在“云—网—雾/边—端”体系
架构支持下，通过4G、5G、NBI-
oT、WiFi等多种通道，实时获取
各个系统的运行状态、室内外的
温度、湿度、PM2.5、光照度等。

作为赛场的“主角”，运动员
自然也能体会到“冰丝带”的智
能优势。“最强大脑”通过收集计
算智能传感器实时检测的场地
湿度、温度、风速，以及360度检
测系统计算的观众席各区域人
员数量（温度因此会有不同），就
可通过调控座椅送风系统和除
湿系统，让冰面始终保持最佳状
态。李久林介绍，正“最强大脑”
确保“最快的冰”是“最强大脑”
的软件加持，加上制冰时的硬件

基础，才让“冰丝带”真正打造出
了“最快的冰”。

“智慧场馆建设在‘冰丝带’
设计之初就作为整个工程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主要从
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建造过程的
智慧化，另外就是运行的智慧
化。”李久林解释，智慧集成和数
字孪生平台让“冰丝带”不仅包
括一座实体化的场馆，也包括一
个完全相同、孪生的数字化的场
馆。通过数字孪生操作系统，工
作人员可以进行公共安防、设备
监控、能源优化等操作。李久林
表示，“冰丝带”智慧场馆建设集
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最优质的观
众体验、最精细的管理于一体，
着眼于长期可持续经营，最终形
成科技亮点纷呈、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中国方案”。

本报讯 王琪鹏 服务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骨
干要先学好8门课程。近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
愿者培训工作正式启动，城市
志愿者指挥部组织800余名城
市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和志愿
者骨干进行培训，全方位提升
城市志愿者骨干的能力水平。

按照城市志愿者工作整体
安排，城市志愿者指挥部组织了
城市志愿者管理团队骨干培训
班。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总体形
势，培训班以在线培训的方式进
行。培训聚焦提升城市志愿者
骨干的能力水平，共安排了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概述、城市志
愿服务工作整体安排及相关工

作要求、志愿者团队建设与管
理、防疫背景下志愿者的心理健
康与调适等8门课程。

作为冬奥会志愿者的重要
组成部分，城市志愿者主要负
责参与和承担城市运行保障工
作，参与服务人数多、服务时间
跨度长。按照“不培训不上岗，
培训不合格不上岗”的要求，城
市志愿者在正式上岗服务前，
将举办通用志愿者培训和岗位
培训。通用志愿者培训由志愿
者指挥部统筹督导并提供通用
志愿者培训视频课件、各责任
单位分别组织实施；岗位培训
由各责任单位负责开展，重点
进行与岗位实践内容相关的专
业技能培训。

“冰丝带”智慧场馆建设完成

本报讯 吴东 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官方接待饭店授牌
仪式昨天举行。北京冬奥组委
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等
为北京、延庆、张家口三赛区82
家官方接待饭店的代表授牌。

韩子荣在致辞中希望京冀
两地住宿服务保障人员站位要
高，切实增强做好接待饭店服
务保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
迫感；落实要细，切实弘扬大国
“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做好饭
店服务保障工作；动力要足，切
实增强东道主和主人翁意识，
自觉践行“五种精神”，争当“冬
奥先锋”；情怀要深，切实做好
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
部于德斌部长介绍了住宿保障

工作整体推进情况、防疫工作
以及保障特色和机制。要求住
宿保障人员一定要当好住宿保
障工作的宣传员、监督员、检查
员、培训员、服务员。

官方接待饭店代表北京日
坛饭店总经理王宗昌在发言中
表示：授牌标志着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住宿保障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各家接待饭店要为
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盛
会贡献力量。

据悉，北京冬奥组委针对
住宿任务进行了全面谋划、全
程设计、全力保障。按照住宿
任务进度，前期进行了系统化
培训，确保官方接待饭店在住
宿接待、防疫保障、交通安排、饮
食服务等方面实现较大提升。

冬奥“菜篮子”保供全面冲刺
让全球运动员吃到“家乡味道”

北京冬奥组委为82家
官方接待饭店授牌

冬奥城市志愿者培训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