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说过会再见，挥手间就祈了
愿，满满期待的心跳，总能听见……”

不久前推出的冬奥歌曲《我们北京
见》与2008年创作的《北京欢迎你》遥相
呼应，不仅唤起了人们关于奥运的温暖
记忆，更唱出了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
荣耀和自信。

熊熊燃烧的“鸟巢”主火炬塔将再度
点亮古都北京，点亮奥林匹克历史上首
个“双奥之城”。

北京已经准备好了。经过近7年冬
奥会筹办，北京的城市发展踏上新的历
史起点，开启新的奋斗征程。

冬奥之诺：城市发展的新坐标

“北京奥运会带给了我们推动经济
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展千载难逢的良
机。”北京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徐
逸智认为，成功举办冬奥会，北京城市发
展又会迈上新台阶。

2015年7月，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
申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近7
年时间里，冬奥筹办与首都发展同频共
振、同生共舞。

——北京功能定位日渐清晰
2017年9月，备受关注的《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正式对外
公布，在指出北京一切工作必须坚持全
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的同时，
也将办好冬奥会写入发展目标。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
首都”的重大问题，自此有了全面系统的
答案。在筹办冬奥会的同时，北京紧紧
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着
力破解“大城市病”。

——北京经济社会深刻蝶变
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累计近3000

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
心累计约 1000 个；常住人口规模自
2017年以来持续下降，2020年北京市常
住人口控制目标顺利完成……这些数字
背后是北京许下“冬奥之诺”后，为提质
减量发展作出的努力。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非首都功能疏解为北京高质量发展
创造了空间，科技、信息、文化等领域“高
精尖”产业新建市场主体占比从2013年
的40.7%上升至2020年的60%。

——北京老城保护全面升级
在减量发展的同时，北京老城保护

迈上新台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
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说，首都北京有非
常丰富的中轴线资源，保护好、利用好、
传承好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作为示范
城市辐射全国，将助力推动文物保护向
文化遗产保护转变。

2020年底开始，地处中轴线的鼓楼
和景山公园的万春亭有了更好的观赏视
角，北京中轴线壮观景观一览无遗，前来
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为了恢复中轴线
景观视廊，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市场按计
划完成了降层拆除任务，成为恢复中轴
线景观视廊的第一个拆除项目。

通过建筑降层、文物恢复性修建、加
速中轴线申遗进程等工作，北京正加速
还原老城历史原貌，让千年古都与冬奥
盛会交相辉映。

——北京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伴随冬奥筹办和首都“四个中心”定
位的明确，北京率全国之先，主动“瘦身
健体”，开启了由“聚集资源求增长”到

“疏解功能谋发展”的减量发展之路，特
别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以“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盘活存
量空间资源、推动城市面貌全面提升。

崇雍大街、白塔寺宫门口东西岔胡
同、八角街道腾退空间……一批设计精
巧、特点纷呈、群众满意的试点项目建成
开放，城市风貌和品质大幅提升。截至
目前，北京已开展了65个公共空间改造
提升试点项目。

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加大
老城保护力度；陆续实施“回天地区”三
年行动计划、城南行动计划促进城市南
北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京津冀协同发
展取得重大标志性进展……近7年来，
北京“四个中心”首都功能进一步强化，
城市步入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发展
快车道。

“北京奥运会非常注重城市体育设
施建设，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化形象。”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总体规划处处
长桂琳说，“北京冬奥会申办和筹办中，
我们追求的是更高质量的发展，破解绿
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人类共同面对的
问题，让冬奥红利惠及更多人。”

冬奥之梦：奋勇开拓的奥运人

2008年8月8日，“鸟巢”上空的璀
璨烟花点亮了千年古都的奥运梦想；
2022年2月，盈盈欲舞的“冰丝带”将继
续演绎“双奥之城”的无与伦比。

直线距离仅3.5公里的两座奥运地
标场馆，记录了“双奥总工”、北京城建集
团总工程师李久林的“双奥情缘”。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建设过程中，
李久林及其团队与钢厂一起，从高强度
钢材的生产、锻造，再到施工方法一步步
攻坚，最终生产出Q460E高强度钢材，
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技术闭环；在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建设过程中，李久林及其
团队实现了建筑用高钒密闭索的国产
化，填补了国内大吨位、大面积索网同步
张拉的技术空白……

除了“冰丝带”，在北京赛区，国家游
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
首都体育馆等一批夏奥场馆在冬奥筹办
的近7年间改造创新、重新上阵，具备了
冬夏项目场地双向转换能力，成为名副
其实的“双奥场馆”。

“奥运场馆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有很强的时代性、引领性和标志性。”从

“鸟巢”到“冰丝带”，从夏奥到冬奥，在李
久林看来，这是职业生涯的崭新飞跃，是

“双奥之城”的日新月异，更是伟大民族
的逐梦之旅。

在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上，“冰丝带”
成为千年古都的新地标。在北京西部，
百年首钢完成了从山到海、从火到冰、从
厂到城的华丽转身。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为
了兑现绿色北京、绿色奥运的庄严承诺，
首钢的钢铁主业向沿海发展，搬迁至河
北曹妃甸；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
后，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国家体育总局
冬训中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

“冰球”四个冰上训练场馆、冬奥场馆滑

雪大跳台等项目相继落户首钢园区。
百年首钢与奥林匹克再续情缘，也

改变了很多首钢工人的人生轨迹。随
着国家冬季运动队冰上项目训练基地
投用，干过轧钢工、炼钢维检工的刘博
强，成为保障国家队训练的一名制冰大
工匠。

“工作要‘制冰’，转型要‘破冰’。我
暗自下决心，要争口气，要‘搏一把’。”刘
博强带着当年钢花四溅的炽热和“为国
炼钢”的激情，走上了全新的工作岗位。

北京冬奥会筹办给城市高质量发展
带来全新机遇。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日
前收官，镌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工业奇
迹正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刘博强们”也有了更宏大的梦想。
“保障好北京冬奥会，让全世界看到

中国钢铁工人转型发展的梦想、新时代
产业工人的风采！”刘博强说。

还有不到50天，北京冬奥会的序幕
即将拉开——赛场内外将写下怎样不朽
的奥运传奇；“两个奥运”又将留下多少
永恒的人生记忆。

今年10月8日，首场冬奥会国际测
试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
赛在“冰丝带”启动。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双奥建设者”、
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武晓南特意穿了一件2008年奥运会

“好运北京”测试赛的制服。“从北京夏奥
会负责建设曲棍球场和射箭场，到北京
冬奥会负责建设‘冰丝带’，这是两个奥
运的坚守，更是两个奥运的传承。”

今年12月11日，在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依山而建的
延庆冬奥村开展“全要素”运行测试。

“双奥设计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李兴钢把两次奥
运场馆的设计经历视为职业生涯的里
程碑。“从北京夏奥会‘鸟巢’中方设计
主持人，到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总设计
师，‘两个奥运’传递的是信心、经验和
理念。”

……
从夏奥到冬奥，从筹办到举办，这是

“双奥人生”浓墨重彩的光辉岁月，更是
“双奥之城”迈向未来的铿锵步伐。

冬奥之约：协同发展的新蓝图

2019年12月，世界上首条时速350
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通
车，河北张家口正式进入京津冀“一小时
生活圈”。

坐着高铁去滑雪，已经成为冬季里
不少北京市民的一种“时尚”。“以前去崇
礼都是搭别人的车或乘大巴，路程将近5
小时，现在不到1小时。”在北京互联网
公司工作的肖祯第一时间享受到京张高
铁开通后的“红利”。

互联互通，是北京冬奥会推动区域
协同的生动缩影。北京携手张家口筹办
北京冬奥会的近7年，也是京津冀协同
发展大踏步向前的时间。

北京冬奥会包括北京、延庆、张家口
三个赛区。为实现三个赛区无缝连接，
京张交通路网的加速建设不仅将高水平
保障冬奥会的需求，还进一步推动构建
起京津冀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

在北京延庆，筹办冬奥让地区发展

全面提速。“我们紧抓冬奥会的机遇，实
现了生态环境的提质、基础设施的提速、
经济发展的提效、人民福祉的提升。”北
京市延庆区常务副区长、北京冬奥会延
庆赛区赛后利用负责人叶大华说。

在河北张家口，基础设施在筹办冬
奥过程中得到了全方位地提升，除了交
通路网的完备，城乡水、电、气、讯等方面
都得到了根本改变。

“冬奥会带动经济增长具有长期
性，其投资效应将随着时间逐渐增强，
往往能够发挥更持久的带动作用。”徐
逸智说。

冬奥筹办一路走来，“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引领着北京与河北
在多个领域展开广泛深入合作，跑出了
新的加速度。

以公共服务为例，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接管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医院，成为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保障
定点医院。冬奥会京冀医疗保障合作协
议的签订和众多医疗合作项目的落实，
有效整合京津冀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有
序推动冬奥会医疗保障工作。

在环保协同治理中，“冬奥效应”同
样席卷而来。申办冬奥会时，北京、张家
口向国际社会作出生态环境大气质量的
承诺。近7年来，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京津冀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已见成
效。专家认为，冬奥会形成强大的推动
力，助力京津冀环境治理走上“快车道”。

治气、治沙、治水工程……近年来，
京张地区生态环境开展联防联治，全面
开展整体改善京张地区生态环境。

2015年以来，北京、张家口的空气
质量状况明显改善，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年平均浓度大幅下降。京张治
沙覆绿成效显著，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延庆和张家口赛区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
品质大幅改善。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
副主席张建东说：“加大京张地区的环境
治理力度，打好治气、治水、治沙攻坚战，
整体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努力为冬奥会
打下美丽中国底色。”

同样，冬奥会也成了地方发展的“大
礼包”。冬奥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
强有力的牵引作用，有利于京张两地资
源、环境、市场、产业、基础设施等优势互
补，迸发出持久强劲的发展动能。

今年9月，位于河北省张北草原上
的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完成首次停电
检修工作。该工程自2020年投运后，已
助力26个冬奥场馆实现了100%清洁能
源供应。

“用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绿色
办奥与北京夏季奥运会“绿色奥运”一脉
相承，通过生态优先为城市赋能，冬奥筹
办正推进京津冀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创造丰厚的冬奥遗产，为主办城市
和广大民众带来长期的、积极的收益，是
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内容。”北京
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说。

在延庆海陀山下，来自张山营镇的
张海超正在和村民商量采购一些老玉
米。因为冬奥会的举办，他将自己家里
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家门口的盛会，
一定有商机。距离冬奥会开幕不到50
天了，我现在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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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铸就“双奥之城”
□新华社记者 骆国骏 孔祥鑫 郭宇靖 张骁

位于清远连州市的
广连高速大寮大桥至林
屋隧道路段（无人机照
片，12月19日摄）。

广连高速起于广州
花都区，终于清远连州
市，对接湖南临岳高速，
主体工程将于2021年年
底通车，建成后将进一
步完善粤湘省际通道和
促进粤北山区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

□据新华社

广东湖南跨省大通道广连高速即将通车

新华社成都12月 18日电 12月
18日，四川德阳广汉三星堆遗址管理委
员会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签署《三星
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研究、陈
列展览、宣传推广等方面展开合作。

协议约定，双方同意将三星堆遗
址、金沙遗址“打捆”，联合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联合
编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充分利
用双方资源，开展多种形式和层面的合
作研究，不断扩大三星堆遗址、金沙遗
址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同时，在文物保
护、文物修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博物馆学等领域加强双方合作。

广汉市委副书记、德阳广汉三星堆
遗址管委会主任王居中介绍，三星堆遗
址“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面貌基本清
晰，突出普遍价值已被学界公认，真实
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三星堆遗址
和金沙遗址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人类艺
术成就，为古代宗教信仰、祭祀礼仪和
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物证；三星堆遗址
和金沙遗址也是中国长江上游早期城
市的杰出代表。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
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南方
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参会见证并参与讨论。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签约
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新华社成都12月18日电 记者从
17日召开的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
第十八次会议上获悉，“十四五”期间，长
江流域将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万平
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8%以上，
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下降。

据介绍，经过30多年水土流失治
理，长江流域已实现水土流失面积由增
至减的历史性转变，长江上游抵御自然
灾害能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
转折性变化。“十三五”期间，长江上游累
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8万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率达47.8%，兴修梯田960
万亩，种植经果林1976万亩，超过600
万群众受益。

然而，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工作依然
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防治水土流失
任务艰巨，仍有22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
面积亟待治理，仅金沙江下游、嘉陵江上
游水土流失面积就达4万平方公里；另
一方面，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主阵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长江
上游水土保持工作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

求十分紧迫。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长江流域将

通过推动协同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构建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
体系；出台江河源头、重要水源地、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等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措
施；推进金沙江、嘉陵江及沱江下游、乌
江上游、赤水河流域、三峡库区等国家级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
自然修复；加大长江经济带坡耕地综合
治理力度。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水
土保持违法行为，加强交通、水利、风电、
矿山等重点项目、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
监督执法管控，政府工程要带头履行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

到2025年，长江上游地区将基本建
成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相适应
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生态文明建
设先行示范区取得阶段性成效，重点防
治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人为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保持功能和生
态服务价值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

水利部长江委：

到2025年长江上游水土保持率
提高到78%以上

新华社杭州12月19日电 记者19
日从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获悉，杭州即日起将有序放开社会面疫
情防控措施。

据悉，杭州市除上城区、拱墅区、萧
山区外，其他区县（市）公共场所恢复正
常开放，同时要落实好测温、扫码、戴口
罩等防控措施。除疫情封控区域外，其
他住宅小区正常开放出入口，外来人员
核验“健康码”进入。中高风险地区来
返杭人员须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其他人员不作要求。

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域内的棋

牌室、酒吧、KTV、麻将房、剧本杀、桌游
室、游泳馆等室内密闭公共场所暂不开
放。饭店、餐馆堂食要合理控制人数、
隔位就座；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影
剧院、体育馆、网吧等公共场所和旅游
景区、宗教场所实施“限流、预约、错峰”
管理。其他各类公共场所有序开放。

此前，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2月9日发布通告
称，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防止
公众交叉感染，阻断病毒传播链条，对
该市部分区域公共场所和公共活动采
取限制性措施。

杭州即日起有序放开
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19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司法工作人
员职务犯罪侦查百日攻坚”行动已于近
日收官。百日攻坚行动期间，全国检察
机关共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
犯罪案件999件1285人，同比分别上升
28.6%和24.5%。其中，立案侦查县处级
以上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要案
119人，同比上升72.5%；查处涉嫌徇私
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案件
138件166人，查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
4.26倍。

最高检第五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开
展百日攻坚行动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全
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聚焦整治顽
瘴痼疾、清除害群之马，严惩司法工作人
员相关职务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
据介绍，原定百日攻坚行动的周期为6
月上旬至9月下旬，后针对各地检察机
关受理线索数量快速上升、办案任务持
续加重等实际情况，为更好配合开展教
育整顿工作，行动延长至第二批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结束。
百日攻坚行动期间，最高检选取辽

宁、河北等地检察机关办理的9件重点
案件，以全国检察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的名义进行挂牌督办，其中3件由全
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挂
牌督办。最高检第五检察厅直接对西藏

“5·13”系列案件、辽宁“4·06”专案进行
实地督办。目前，西藏自治区检察机关
以涉嫌徇私舞弊减刑、徇私舞弊暂予监
外执行等犯罪，共计立案侦查28人。辽
宁检察机关以黑恶势力“保护伞”渎职犯
罪为切入点，一举立案侦查了阜新地区
司法工作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犯罪案件
12件12人。

据介绍，各地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
部署和实施方案要求，成立了工作专班，
集中优先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
关注的重点案件，以及在一定范围内有
震动、有影响的重大、疑难、复杂跨地区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符合
立案侦查条件的及时立案侦查。

百日攻坚效果显现
1285名司法工作人员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