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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冬奥会完美闭幕，冬奥会各场馆、设施、保障机构也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保障

任务，准备迎接冬残奥会的到来。让我们走近参与冬奥会场馆及配套工程的建造或改造项
目的青年建设者们。他们一丝不苟，尽心竭力，用工匠精神铸就顶级建造技艺。今天，大家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冬奥场馆“打卡”语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 宁
通讯员 詹 璐

这是他们眼中的北京冬奥会开闭幕

式：国家体育场（以下简称“鸟巢”）内部

有 50 个网格，最高的在鸟巢顶部，离焰

火最近的地方，最低处在地下 18 米，那

里藏着惊艳世人的冰立方、奥运五环、火

炬台；绝美的冰瀑是 4万多块电气元件和

数不清的线路；烟花绽放掉落的每一颗

火星，都让他们的神经绷紧，不敢放松。

国家体育场鸟巢开闭幕式消防安保

团队是他们共同的名字。这支平均年龄

22.5 岁的队伍，将鸟巢的 30 万平方米视

作自己要坚守的阵地。在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期间，团队吃喝住都在这块阵地里。

每一个与消防有关的细节，他们都不放

过。在《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直播间，

一起听听“火焰蓝”的故事。

“上天入地”，团队负责人姚国才用

这 4 个字形容这支团队。鸟巢顶部、夹层

中间、地仓、焰火阵地，覆盖鸟巢内部的

50 个网格都有“火焰蓝”坚守的身影。

在鸟巢顶部，“火焰蓝”的执勤时间

最长达 12 个小时，少的时候也要八九个

小时。在焰火阵地，他们要防止焰火坠落

发生次生灾害，要保护鸟巢顶部膜结构

不受焰火影响。

在观众看不到的地下 18 米，有一处

地仓。这里藏着冰立方、奥运五环、火炬

台等大型核心装置，开闭幕式的很多关

键道具都集中于此。在冬奥会开闭幕式

上，地仓里装着能为全世界观众带来审

美体验的惊喜。但是对于消防员来说，他

们看到的是大量声光电技术应用背后，

有极高的电气火灾风险。

“地仓是我们的防控重点，这里空气

稀薄，氧气比较少。”姚国才说，“从前期

的消防方案设计到后期的每小时定点巡

查，我们的驻守没有间断过。”

为了呈现绝无仅有的视觉效果，鸟

巢中央的超大 8K 地面屏幕，由 4 万多块

LED 模块组成，面积 10552 平方米，其上

方还竖立着一块 1200 平方米的 8K LED
屏幕，两块屏幕构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

超高清 LED 三维舞台。

超 4.3 万 块 LED 屏 背 后 ，是 复 杂 的

电气线路和元件。竖立的 LED 屏幕有一

个美丽的名字“ 冰瀑 ”，高 59.2 米，宽 20
米，总重量约 730 吨。烟花在冰瀑上空绽

放，如同冰与火之歌。但是，美景之下，每

一颗掉落的火星都让消防安保人员的神

经绷得紧紧的。

舞台冰瀑网格网格长郑志勇回忆，

面向观众的一侧，冰瀑通过 LED 大屏展

示出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但是，在观众

看不到的另一侧，消防员要穿着厚厚的

执勤大衣，背着灭火毯、水基灭火器攀上

冰 瀑 最 高 点 执 勤 。徒 手 爬 上 去 ，再 爬 下

来，一副手套就报废了。

这个点位四面透风，每次执勤在上

面最少要坚持 12-18 个小时。为此，7 名

执勤人员宁可少吃少喝、穿戴“尿不湿”，

但是没有人对此有过一句怨言。

2月 4日晚，冬奥会开幕式一结束，鸟

巢就开始为 2月 20日举办的冬奥会闭幕式

做准备，冰瀑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开始。

“冰瀑拆除创造了奇迹。”姚国才说，

“三四个月才建成，但是拆只用了 102 个

小时，比原定计划提前了 42 小时。”拆除

时 需 要 进 行 汽 割 ，切 割 点 温 度 达 到

3100-3600℃。消防员比任何人都明白，

这个温度能融化一切，这意味着在如此

高温面前，任何防火措施都是无效的。

灭火救援组副组长张于行说：“拆除

的时候，我们灭火处置组 24 小时值守，3
个小时一换班，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

黎明。”

冬奥会开幕式共有 1434 种道具，还

有 16 种发电服装共 1500 多套，消防安保

团队需要针对每一种道具、服装进行风险

评估、抽样实验。每一件产品都需要有检测

报告，严把质量关。闭幕式道具达 2.7万多

个，特别是闭幕式的亮点道具——灯笼。

在消防员眼里，一个灯笼就是一个

点 火 源 。他 们 多 次 做 坠 落 实 验、穿 刺 实

验，确保电池相对可靠、不会产生鼓包。

人，是保障消防安全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姚国才介绍，对开闭幕式演员做到

了百分之百培训，保障人员都经过“一警

六员”培训。

“ 鸟 巢 里 1268 间 房 ，摸 查 了 多 少 遍

我都记不清楚了。”他说。

为保障冬奥会及冬残奥会，2021 年

1 月 25 日起，最早一批团队成员就已进

驻。近 400 天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这 30 万

平方米的场馆里，写下了自己的故事。

张于行是最早进驻鸟巢的团队成员

之一。作为灭火处置组的副组长，勤务开

始后张于行的工作职责便是在消防车上

执勤备防。

从彩排到正式演出，张于行和同事们

始终在幕后守护着这份举世瞩目的精彩。

他们不能去现场，或热烈或唯美的音乐成

了他们工作的背景音。张于行说，从庆祝建

党百年的文艺演出到冬奥会开闭幕式，能

在消防车上用特殊的方式参与盛会是这份

职业带给他的骄傲。

这是张于行成为消防员的第十八个年

头。2021年 12月，一级消防士满期，张于行并

不知道自己要回老家，还是会继续留在队伍

里。但是他一早便向党支部表了决心，不管

结果如何，他将保证圆满完成此次任务。

这支训练有素、作风优良的消防安保

团队获得了各方认可。开幕式中和平鸽环

节的小演员们在彩排期间和消防员们结下

了美好情谊，过年时，小朋友们为消防员送

来了手写的福字和感谢信。

这份持久踏实的付出也被开闭幕式的

导演团队注意到了。张艺谋导演专门找消

防安保团队合影。“他说我们的付出让精彩

更精彩，精彩的背后总有安全做保障。”姚

国才说，“闭幕式总导演沙晓岚还专门邀请

消防员参与到闭幕式的演出中去。这不仅

是对我们这个团队的肯定，也是对我们这

个职业、对消防救援队伍的认可。”

冬奥会大幕落下，冬残奥会大幕将启。冬

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场地依旧定在鸟巢。人们

期待着冬残奥会开幕式将带来的惊喜。而在

这份满满的期待背后的保障，依旧是“火焰

蓝”。精彩还将继续，他们的坚守也不会停止。

这群平均22岁的年轻人，昼夜守护30万平方米的精彩

消 防 安 保 团 队 对

国家体育场 LED 屏幕

背 后 的 电 器 元 件 和 线

路进行日常检查。

北京消防供图

青年者，国
家之青年，未来
之青年。作为服
务潮州经济社会
发展基础性、公
用性行业的一名
基层团干，始终
将激发基层团组
织战斗力和发挥
团青队伍生力军
力 量 作 为 出 发

点，以强化执行力、完善团建机制、建
设学习型团组织为抓手，通过建立青
年说、青年沙龙、青听微课堂、志愿服
务等常态化、体系化机制，打造一支素
质高、能力强、作风硬的潮电青年队伍，
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在建设美丽潮州中
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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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二批
中长期青年发展
规划实施试点启
动以来，团哈尔滨
市道里区委以青
年和区域协同发
展为着力点，充分
调动整合资源优
势，为青年服务，
为地区发展服务，

相继出台了7项惠青政策，实现了党政服
务青年发展和青年服务中心工作的双
向共赢。下一步，团道里区委将一如既
往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和青年优先发展
理念，着力建设“青年优先发展型”示范
城区，团结引领广大青年从党的百年艰
苦奋斗历程中总结经验、凝聚力量，紧
扣时代脉搏，涵养青春朝气，让共青团工
作更有青年温度、青年态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沈秋阳
记者 杨 月

国家体育馆改建项目建设者——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体育馆承办部分冰

球项目的比赛。2 月 3 日，国家体育馆迎来首场

比赛——女子冰球小组赛，国家体育馆也因北

京冬奥会而焕发新生。

我是邢承喜，是国家体育馆 2022 冬奥会改
建项目总工程师。国家体育馆是 2008 年夏季奥
运会的比赛场地，是中国体育健儿取得金牌最
多的一个场馆。历经两年，场馆全面升级改造，
成为冬奥会冰球比赛的场馆，服务于北京冬奥
会男子冰球项目全部赛事、女子冰球部分赛事
及冬残奥会冰橇冰球部分的赛事。

我们组建了专门的保障团队，下设机电、后
勤保障、弱电、土建、场外服务5个保障组，制订

《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冰球保障服务方案》以及各
项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仔细查找问题并及
时纠正，为冬奥会全力保驾护航！

我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喜忧参半，除激动
之外，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山大”，因为主场馆是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一个比赛场馆，后续在运
营过程中经历了 3 次比较大的改造，加上其间

的一些小改动，导致我们当时拿到的一些图纸
和现场实际几乎是完全不一致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摸清现场，进行全现场
摸排核对。但是场馆场地狭小、管线复杂，而且
当时还不能断电，需要保障场馆的正常运营，这
些给摸排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场馆管线的位
置距离地面高且房间内有使用的机组，高处作
业复核准确性差且安全风险高，为解决此问题，
我们发挥了年轻人多的优势，采用3D扫描仪测
绘扫描既有管线情况，通过软件直接生成图纸，
青年工程师们点子多、执行力强，我们最终快
速、安全、准确地解决了管线复核的难题。项目
当时30多人，从开始排查到排查完毕，花费了90
多天。不过，这些努力是值得的。摸排结束后，项
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图纸深化，保障冬奥会工
程保质保量完成。

经过改造，整个场馆已经“华丽大变身”了。
今天，看着冰球决赛正在这里进行，我觉得很自
豪，没有辜负青春。在这个场馆的建设过程中，我
带领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但是青年工程
师们用实际行动完成了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事
实证明，我们可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冬奥会延庆赛区标志塔建设者——

“蜘蛛人”悬空百米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景观，北京冬奥

会延庆赛区标志塔又被称作“海陀塔”，如冰雪

结晶的飘带螺旋舞动，塔顶设置了高 17 米、宽

38 米的巨型立体奥运五环标志，与标志塔整体

呈现为奖杯形态。标志塔也与小海陀山上的冬

奥会场地遥相呼应，在其北侧 1200 米是东西方

向的京张铁路，在来往动车上都能看到完整的

塔身形态。

我是武俊臣，是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标志
塔项目安全总监。标志塔位于延庆区太阳能发
电研究基地，作为冬奥会赛区沿途的亮丽风
景，它展示出完美的视觉效果。滑雪主赛场和
标志台遥遥相对。

在建造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这里的
风实在是太大。而高空吊装最忌大风，为了克服
风力对高空作业的影响，项目部将作业时间划
分为“有风时段”和“无风时段”，在“无风时段”
全力赶工，“有风时段”排查安全隐患、集中技术
论证，最大限度提高工作效率。

在这里，16 台吊车同时开工，7 个吊篮同
时运作，10 余个“蜘蛛人”悬空百米。我们采
用的是“全方位、全过程、同作息”的安全监
管模式，“红头盔”成了这里最活跃的群体之
一，大家深蓝色的工装被风沙尘土“清洗”得
发白了。

针对高空作业人员的作业需要，我们设计
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技术措施，我们安全员全
部上吊篮，检查试验，使用确保万无一失后，才
交由实际操作的工友们实施。

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1 月 7 日，整个项目
吊装全部完成，然后五环屹立在塔顶上的时
候，我特别高兴，因为那一天也是我的生日。那
天，我心里也舒了一口气，顶着这样恶劣的天
气，我们把这样一个艰苦的、高难度的工作圆
满完成，这对一个“安全人”来说，是最好的生
日礼物。

首都体育馆改造项目建设者——

工程如“在刀尖上跳舞”

首 都 体 育 馆 改 造 工 程 从 2018 年 年 底 开 始 ，

2020 年年底正式竣工，经过 1 年的压力测试，顺利

通过奥运场馆达标检测并投入使用。

我是张英豪，是北京冬奥会首都体育馆改造
项目土建工程师。首都体育馆始建于 1968 年，曾
是北京最大、功能最齐全、适用范围最广的综合性
体育馆，这座“60 后”场馆承载了很多难忘的记
忆。本届冬奥会首都体育馆承接了短道速滑和花
样滑冰赛事项目。

老馆翻新，历来是一道难题。我们秉承梁
思成先生提出的“修旧如旧”理念，通过 3D 扫
描还原出建筑模型、摸排现场实际情况反馈数
据、比对数据进行模型修改，经过上百次的反复
纠偏校核，最终达到模型与施工现场 100%契合
的效果。

由于场馆承接的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两项赛
事对场地硬度、冰层厚度的要求不同，我们首次采
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蒸发冰场技术，成功将冰
面切换时间缩短为 2 小时内。12 台二氧化碳压缩
机同时运作，冰场一次性浇注成型，平整度在3毫
米之内，1800 平方米的冰面无一条裂缝。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更大程度提升了冰面软硬
度和温度的均匀性，我们还结合盘管优化、土建设
计，将冰面温差控制在±0.5℃，以保证整体冰面硬
度基本相同，再配上场馆内的除湿系统，更利于运动
员创造佳绩。

场馆顶部安装了悬挂超薄膜单元系统，搭配
声光电全新投影技术，在比赛过程中为观众营造
出梦幻视觉体验，此外看台座椅采取并列式排布，
调整了腿部空间与座椅间距，冰场四周的除湿系
统及空调系统让冰面、室内、屋顶以及观众席处
于不同的温度，既保证了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也
保证了观众的观赛舒适度。冬奥会赛事期间，场
馆被称为“最美冰场”。

改造建设中最难的点是场馆结构，要利用原
结构柱将局部南斯拉夫结构改造为框架结构，这
也是国内首次大跨度南斯拉夫结构体系体育馆改
造，稍有不慎整个馆就会崩塌，可以说是“在刀尖
上跳舞”。机械上场作业的时候，心都提到嗓子眼
了，眼睛不敢眨一下，生怕一眨眼工夫梁柱会开裂
甚至断掉。我们每天会定期 3 次观测结构变形情
况，工程的安全和质量风险始终处于受控状态，最
终30根现有梁柱零损伤。

作为中建的年轻一员，可以参与到冬奥会工
程的改造建设，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青春力量，
努力将最好的冬奥会比赛场馆提供给我们的运动
健儿，这就是我的爱国方式。

对青年建设者们来说，场馆荣耀绽放时，他们
已然退居幕后。但每一场比赛的顺利进行，都像一
枚无形的“勋章”，在他们的心里闪着光芒。从面对
一个个难题之初的无助到攻克后的从容，这一个
个青年建设者和一个个场馆，何尝不是另一种“双
向奔赴”，建设者成就场馆的“华丽变身”，场馆成就
着建设者们的成长和超越。青春的蕴蓄、抽穗、拔节，
就藏在一个个难题的克服过程中。

愿这家国盛事，留给你我的，不仅有竞技荣
光，还有向上的力量。

（通讯员吴琦、欧阳琨玥、李萍、李维、张夏青、
朱敏对此文亦有贡献）

冬奥场馆，我的青春勋章

共青团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道里区委书记 逄飞

参与冬奥场馆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的建设者们。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