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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
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七条及
有关法律法规，经运城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收
回位于运城市货场东路东线、盛世雅苑以西山
西省运城海铁煤焦铁路专用线有限公司 60.805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运政国用（2012）
第 00712 号］、山西海铁物贸有限公司 1.05 亩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运政国用（2012）第
00711 号］、太原铁路局 48.44 亩国有土地使用
权［不动产权证号：晋（2017）运城市不动产权第

0007659 号］、运城市煤建石化有限公司 3.09 亩
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运国用（2005）第
G01001 号（10）0356 号］，范围内拆迁补偿安置
工作由住建部门负责，所涉及单位和个人的权
属证书及相关批文由拆迁建设单位代为收回，
并交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注销，逾期不交，自
行作废。详情可到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13室查询（联系电话：2288816）。

特此公告
运城市人民政府
2022年 1月 12日

运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 不 慎 将 薛 俊 花 （ 身 份 证 号 ：
14272519920628124X）购买的左岸凰城 25-1-1104 房
的收款收据（票号：0003947，金额：10463 元，日期：2016
年 10月 11日）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运城市盐湖区南城办西姚村村民委员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代码号：14270077132）丢失，声
明作废。

● 不 慎 将 董 永 胜 残 疾 证 （ 证 号 ：
14273019411227151643）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赵 艮 有 残 疾 证 （ 证 号 ：
14270119500402573252）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高 兵 残 疾 证 （ 证 号 ：
14270119861106483352）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周 芙 蓉 残 疾 证 （ 证 号 ：
14270119240401182X42）丢失，声明作废。

● 不 慎 将 张 全 来 残 疾 证 （ 证 号 ：
14273019510202201944）丢失，声明作废。

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 2021 年 11 月 23 日《运城日报》第 8 版及相关网站
发布的《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项目编
号：运规挂［2021］007）中，编号 YAG-2105 宗地挂牌继续延期，交纳保证金及办理
挂牌报名手续截止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2月 21日 17时，竞买资格确认时间延至 2022
年 2月 21日 17时，摘牌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2月 23日 9时，其他公告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月 17日

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编号YAG-2105宗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继续延期公告

历经 6 个月，24 场会议，100 余人参
与，《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以
下简称“《评价标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也是国际上首
个应用于雪上运动场馆的绿色评价标
准，在筹办北京冬奥会的进程中，为推
动雪上运动场馆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技
术保障。

很长时间里，由美国绿色建筑委员
会 建 立 并 推 行 的 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是在绿色建筑、可持续性建筑评估领域
最有影响力的评估标准之一，但他们并
没有为雪上运动场馆制定过评估标准，
这方面在国际上也是一片空白。

“ 本 来 是 要 我 去 研 究 如 何 落 实
LEED 标准，但我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的专
家都认为此标准并不适合。”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林波荣说，“北京冬奥组
委决策，我们应该跟国际奥委会提议，
用中国的绿色建筑标准来指导冬奥场
馆建设，由我们来主编没有涉及的绿色
冰雪场馆标准。”

经过与国际奥委会指定的相关方
长达 10 个月的科学论证和协商，2018
年 4 月 18 日，北京冬奥组委收到国际奥
委会回函，其中肯定了冬奥场馆按照中
国的绿色标准进行建设，认为编制绿色
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将为中国和奥

林匹克运动留下宝贵的遗产”。从此，
中国专家组正式开始紧张的编制工作。

6 个月里，专家组每周开一次研讨
会，经常讨论到夜晚。“时间太紧了，我
们不断地研究国内外资料，不断地推
敲、讨论。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多骨干参
与过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编写，才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工作。”
林波荣说。

《评价标准》发布后获得广泛好评，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
曾表示，这是一项创新，将对以后的滑
雪场和冰雪体育设施建设起到非常好
的示范和管理作用。

2021 年，《评价标准》连续获得“北
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专项类一等
奖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科
技创新奖”一等奖，但林波荣作为科技
冬奥专家组专家，一直忙于其他工作，
没有出席颁奖活动。“一开始我的压力
很大，只是想着做好，也从来没有对报
刊说过。”

这本 《评价标准》 的评价指标体
系由生态环境、资源节约、健康与人
文三类指标组成，并将管理和创新作
为另一重要标准。三类指标的分值分
别为 100 分、150 分、100 分，管理和
创新 50 分。在此规范下，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所有新建雪上场馆都达到
了绿建三星的标准，这意味着场馆设

计评价至少达到 280 分，运行评价至
少达到 300分。

林波荣介绍，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
是最难确立的。场馆建设对于生态环
境的改造给人最直观的感受，而保护植
被和生物多样性是很复杂的问题。“滑
雪赛道建设涉及到‘切削’，指对山体进
行改造。我们不确定中国的指标在国
际上会不会适用，因此反复讨论。既要
满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要求，又要和
当地生态做到平衡。”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专家组将资源
节约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包括节
能、节水、节约材料三个评分项。“这体
现了中国对这件事的一个态度，资源是
第一重要的。”

《评价标准》突出的特点是十分鼓
励节水和材料资源循环利用。一方面，

“人工造雪系统采用节水技术，运行时
采取节水管理措施”，最多可以获得 15
分。“造冰造雪时水资源是最大的能耗，
而以前的冬奥会没有对在冰雪运动比
赛过程中消耗的水资源做计量。”林波
荣说，“我们到降水期会在延庆山区里
利用地形续存一些雨水，就地利用。”

另一方面，《评价标准》提到“场馆
配套建筑采用可循环利用的结构体系
和建筑形式”，比如钢材、木材，面积比
例 达 到 50％ 得 12 分 ，达 到 80％ 得 16
分，是所有评分小项中的最高值。“不管

是拆卸，还是调整功能实现再利用，都
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个点，也是绿色领
域的一个重要趋势。”林波荣说。

《评价标准》里健康与人文下的第
四个评分项“人文关怀”提到，“无障碍
系统设计合理，设施齐全，评价总分值
12 分”，小项细化到婴儿车通道、洗手
台高度、轮椅席及陪护席等细节。在此
指导下，2021 年在国家游泳中心举行
的轮椅冰壶世锦赛，让世界冰壶联合会
等国际体育组织看到了东道主细致入
微的人文关怀。

林波荣认为，保障赛后的运营和维
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在管理
和创新标准下，场地选址、运营规范、非
雪季运营时长等运维方面的细节问题
都被赋予了分值。“这样一个绿色可持
续的范式是开放的。每个国家在进行
具体建设时，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我们
顾及不到的具体方案，因此我们在创新
方面强调各种可能。”

回忆半年多时间的紧张工作，林波
荣说：“第一次有机会做关乎国家利益、
国家荣誉的事，实在是印象深刻。”目
前，《评价标准》适用于京津冀地区，谈
到未来，他说：“我们要在冬奥会之后再
做一些总结，最终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
是带着运维经验的成果，有机会再总结
完善，成为全国性的标准。”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是什么指导了北京冬奥场馆建设？
新华社记者 季嘉东 王集旻 卢星吉

1 月 16 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潮海街道古城社区的小朋友在展示冰
雪运动主题的剪纸作品。

当日，青岛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古
城社区组织小朋友体验传统剪纸。在

剪纸艺人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将冬奥
元素融入剪纸，创作出一系列冬奥主
题 作 品 ，表 达 对 冬 奥 会 的 美 好 祝
愿。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山 东 即 墨 剪 纸 迎 冬 奥

1 月 17 日，氢燃料新能源车
行驶在北京市延庆区的一处道路
上。

目前，北京公交集团已做好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交
通 服 务 保 障 的 准 备 工 作 。 据 了
解，北京公交集团共有 212 部氢
燃 料 新 能 源 车 将 服 务 于 延 庆 赛
区。在赛事保障任务结束后，这
批车辆还将投入到延庆区的公交
日常运营中。

新华社记者 任 超 摄

北京公交集团
212部氢燃料新能源车

服务冬奥

冬奥会各项目的资格赛已临近尾
声，选手们正为通往北京的门票做最
后努力。但新年伊始，高山滑雪世界
杯男子项目的首站比赛就取消了。1月
6日，降雨、大雾和强风天气，使得原
定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的男
子回转赛事搁浅，办赛似乎遭遇开年
不利。

不过，由于天气太差而导致的赛事
改期、取消，在高山滑雪中其实屡见不
鲜。北京冬奥会也已在科技加持下，做
好了应对准备。

比赛“看天吃饭”完赛
率不过半不稀奇

萨格勒布不是本赛季第一站受天
气影响取消的高山滑雪世界杯。去年
11 月 26 至 27 日，加拿大路易斯湖站原
定的三场比赛因过量降雪取消了两场，
令赛事总监只能感叹：“大自然母亲 2
比 1战胜了世界杯。”

这话道出了雪上项目的核心特质
之一：作为户外项目，它们不得不“看天
吃饭”。高山滑雪被誉为“冬奥会皇冠
上的明珠”，但当赛道动辄近千米的落
差、选手动辄超百公里的时速，与山区
多变的环境叠加在一起时，这个项目便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受天气影响的“重灾
区”之一。

最近三届冬奥会，2018年平昌男子滑
降项目因七级大风推迟了4天。2014年索

契的浓雾使女子超级大回转等项目延迟开
赛。2010年的温哥华，连日降雨和温度过
高使得雪况泥泞，无法达到“冰状雪”的标
准，男子滑降、女子全能全部推迟。

温度过高不是温哥华的个例。而
全球变暖的另一面则是气候变得不稳
定，暴雪和极寒天气常不期而至。意大
利名将布里尼奥内说：“过去几年里，我
从来没这么冷过。在比赛地，气温可以
达到零下 25 摄氏度，然后一两天内又
会变到零上 5度。”

必须承认，期待高山滑雪这样的项
目比赛条件恒定、宜人是不现实的，也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与自然的斗争中
胜出。冬奥会上经常出现几十人不能
完赛的情况，完赛率不过半也不稀奇。
2018 年，中国选手孔凡影在女子大回
转中排名第 55，81 人参赛仅 58 人有成
绩；2010 年男子大回转中，101 人参赛
仅 48人有成绩……

办赛随机应变 意外与
惊喜并存

国 际 雪 联 发 布 的 高 山 滑 雪 规 则
中 列 举 了 一 些 不 适 宜 比 赛 的 情 况 ：

“ 雪 的 厚 度 不 足 ，雪 面 雪 况 不 佳 ，有
大 雾 、暴 雪 、大 风 或 降 雨 ”等 。 但 风 、
雪 、雨 等 天 气 恶 劣 到 什 么 程 度 时 比
赛 才 推 迟 或 取 消 ，没 有 绝 对 标 准 。
规 则 特 别 强 调 了 随 机 应 变 的 重 要
性 ：“ 赛 事 组 织 者 不 应 完 全 依 赖 国 际

雪 联 对 赛 道 的 认 证 ，也 应 时 刻 注 意
赛 时 的 雪 况 和 天 气 。”如 果 天 气 条 件
有 变 ，组 织 者 可 以 临 时 缩 短 赛 道 长
度、改变比赛路线等。

因此，高山滑雪的比赛组织是个
时刻处于动态调整中的过程。以 1998
年长野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为例，比
赛先是因暴雪、冻雨、大风先后推迟
三次；最终比赛那天，出发时间又因
大风临时推迟了 50 分钟；而为了降低
比赛难度，工作人员直到比赛开始前
还在赛道上紧急人工铲雪，以削减一
个需要跳跃的斜坡的高度。

也几乎没有赛事组织者因为天气
导 致 的 赛 程 调 整 而 被 质 疑 过 办 赛 能
力。长野冬奥会可谓什么都遇到了，
除了天公不作美，高山滑雪的最后一
个比赛日还遭遇了一场小地震，但那
届冬奥会当时被西方媒体称赞为“虽
饱受天气影响但圆满成功”。在平昌，
大风令缆车无法工作，但是国际雪联
仍对当地准确的天气预报给出了肯定。

甚至，逆境反而更容易造就看点
和传奇。还是 1998 年长野冬奥会的男
子滑降比赛，奥地利选手赫尔曼·迈
耶连翻几个跟头摔出了布满冰壳与融
雪的赛道，情景之惨烈让人怀疑他是
否还能继续比赛。但长野的坏天气让
后续比赛继续延迟，反而给了迈耶恢
复时间。几天后，他带着右肩和膝盖
的淤青重返赛场，连夺男子超级大回
转和大回转两金，成就了那届冬奥会

长久被人铭记的时刻。

北京冬奥会的“分钟级”
“百米级”预报

据了解，2016年，中国气象局成立
了冬奥气象服务领导小组。2017年，北
京冬奥组委设立了气象办公室，专门协
调对接冬奥气象服务需求。近年来，以
冬奥赛场为核心，气象部门组织开展了
复杂地形下冬季多维度气象综合观测试
验，在北京城区、延庆和崇礼及周边地
区共建设各种现代化气象探测设施 441
套，提升了冬奥赛区气象综合监测能力。

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
辉介绍，目前，延庆的高山滑雪赛道已
经可以做到“分钟级”和“百米级”的预
报，提前预判比赛是否具备开赛条件。

此外，雪上项目的极端低温可能会
造成电气设备运转故障，而极端的升温
也会影响雪况。目前，场馆管理部已在
各个雪场制定了快速补雪、修整赛道以
及前期除雪的计划，确保比赛能在高水
平场地上进行。

“我们还面临着降温、大风、大雪等
极端天气给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食材
食品在山地运输带来的挑战。”北京冬
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说，针
对突发天气导致比赛推迟情况下食品
能否连续供应，北京冬奥组委也已制定
了应急预案。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高山滑雪比赛如何“看天吃饭”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 月 17 日电（记 者
张 骁 夏子麟）随着北京冬奥会北
京、延庆、张家口三大颁奖广场准备就
绪，北京国资公司所属北奥集团有关
负责人 17 日向记者透露了三大颁奖
广场舞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
间的运行亮点。

舞台是颁奖广场的核心。北京冬
奥会三大颁奖广场舞台均结合环境、
文化、竞赛项目特点进行设计。

北京颁奖广场舞台名为“美美与
共”，位于北京城区的国家体育场和国
家游泳中心之间，饱含喜迎八方客、共
度中国年的良好寓意；延庆冬残奥会
颁奖广场舞台名为“生命之树”，位于
北京延庆世园公园国际馆，以冰雪中
的参天大树为主要场景，展现冬残奥
运动员奋力拼搏、生生不息的精神风
采；张家口颁奖广场舞台名为“激情逐
梦”，位于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太子城冰
雪小镇中心广场，设计融合滑雪姿态
和雪山造型，展现冰雪的纯净和滑雪
的动感。

据悉，北京冬奥会期间，将启
用 北 京 颁 奖 广 场 和 张 家 口 颁 奖 广
场。前者运行 14 天，将举办 32 场赛

事颁奖仪式；后者运行 14 天，将举
行 49 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北京冬残
奥会期间，将启用延庆冬残奥颁奖
广场和张家口颁奖广场。前者运行 7
天 ， 将 举 行 27 个 项 目 的 颁 奖 仪 式 ；
后者运行 7 天，将举行 44 个项目的
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前后，北京冬奥会三
大 颁 奖 广 场 舞 台 将 上 演 精 彩 演 出 。
北京颁奖广场舞台演出突出中国元
素、北京特色，彰显北京“双奥之
城”魅力；延庆冬残奥颁奖广场舞
台演出以残疾人艺术团节目表演为
主，同时结合冬残奥竞赛特点，展
现残疾人运动员乐观自信、昂扬向
上的精神面貌；张家口颁奖广场舞
台演出结合当地传统文化元素，同
时融入乐队节目表演设计，营造热
烈、欢乐的荣耀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冬季奥运会和夏
季奥运会颁奖形式有所不同。夏季奥
运会比赛结束后直接在赛场颁奖；而
冬季奥运会比赛结束后，通常在赛场
内先举行颁发纪念品仪式，然后到专
门的颁奖广场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
现场颁发奖牌并升国旗、奏国歌。

北京冬奥会

三大颁奖广场赛时将上演精彩演出

新华社南京 1 月 16 日电（记 者
王恒志）又是一年雪季，江苏淮安古运
河畔的滑雪场又开业了。“借着北京冬
奥会的东风，今年来学滑雪的人明显
增加，政府还通过补贴、消费券等方式
帮我们拓展客源，喜欢滑雪的孩子越
来越多了。”看着雪场上的孩子们，淮
安古运河滑雪场经理赵叙战难掩欣喜
之情。

淮安有“运河之都”美誉，京杭大
运河与淮河在此交汇，赵叙战的滑雪
场就建在古运河畔。“我们 2015 年来
淮安开雪场，就选中了这个地方，受天
气、地理等因素影响，滑雪场规模不
大，主要还是以启蒙、娱乐为主。”赵叙
战说。

“今年人气明显比前些年高，尤其
是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很大，现在看
到了复苏的态势。”赵叙战告诉记者，

“一方面是北京冬奥会让很多人有了
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另一方面政策
上 有 不 少 支 持 ，比 如 体 育 消 费 券 满
200 减 100，带动力还是很大的。”记者
了解到，江苏省已经连续 4 年发放冰
雪消费券，2021 年共发放 500 万元的
冰雪消费券。

近年来，随着冰雪运动“南展西扩
东进”战略的实施，冰雪运动在南方发
展势头良好。记者在古运河滑雪场看
到，滑雪场虽然面积不大，吸引来的孩

子却不少，不少家庭是全家上阵。不
过，通过观察也能发现，绝大多数滑雪
者还只是入门水平。滑雪场滑雪学校
校长程国兴说，滑雪毕竟是高危项目，
目前雪场有 15 名滑雪社会体育指导
员，除了承担日常教练工作、为初学者
们提供基础的指导等，保障安全也是
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

为让更多有兴趣、有意愿参与滑
雪运动的市民能掌握“基本操作”、了
解相关知识，淮安市计划在 1－2 月开
展 16 期公益滑雪培训和 10 期科学讲
课，推广和普及冰雪运动。

13 日、14 日，淮安市生态新城
实验小学的师生们来到星海辰·北极
追光室内滑雪体验馆，在室内滑雪模
拟机上接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资
深滑雪教练的公益指导。星海辰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晓莉说，
这个室内滑雪教学培训机构去年 7 月
开业，目前已经有 300 多名会员，从
这两天的公益培训看，孩子们参与热
情很高，未来这里还将承接六场公益
培训。

赵叙战和他的伙伴们目前在江
苏经营三个滑雪场，“前两年受疫情
影响发展有所放缓，我们有计划扩大
古运河滑雪场的规模，相信冬奥会的
召开能进一步带动冰雪运动发展。”
赵叙战说。

江苏淮安

古运河畔建起了滑雪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