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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模特展示技术官员制服装备（左）、志愿者制服装备（中）、工作人员制服装备。

10月27日，“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雪蜡车交付仪式”
在北京举行。仪式现场，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与山东省体育产
业集团签署了有关交付使用和冬奥合作的协议，并接收雪蜡车。
这台国产雪蜡车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

新华社发

首台国产雪蜡车交付

近日，工作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云顶滑雪公园巡查
造雪设备。日前，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一些比赛场地开始造雪，
为即将到来的赛事做准备。 新华社发

河北崇礼赛场造雪忙

10月26日，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正式揭牌。据介绍，园区
总占地面积171.2公顷，其中包括首钢滑雪大跳台，北京冬奥组委
总部，北京冬奥会主运行中心等多个赛事运行中心，国家冬季运动
训练中心场馆群，金安桥数字智能产业集聚区等建筑。 新华社发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揭牌

今冬流行穿搭长啥样？
请看这条冬奥流动风景线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张悦姗 赵雪彤）记者从27日在京召
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
针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奥村将
于2022年1月27日开村。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北京
市副市长张建东从场馆基础设施、场
馆运行、赛会服务保障、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风险、宣传推广和文化活动、可持
续和遗产工作六个方面介绍了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情况。

“明年1月27日，冬奥村将正式
开村，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
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
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圆满完
成各项筹办任务，为世界奉献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会。”张建东说。

对25日发布的《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一版（以
下简称《防疫手册》），张建东也进行了
解读。他说，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防疫手册》所阐述的一些措施都是依
据最新的科研成果、专家意见，也借鉴
了其他国际赛事的经验，希望所有涉
奥人员能够全力配合、遵守、执行规
定。同时，将严格执行相关处罚规定，
一些细节也正在和国际奥委会沟通。
对不遵守《防疫手册》规定的，可能会
面临警告、临时或永久撤销注册资格、
临时或永久取消参赛资格、逐出比赛、
取消相关资格等严重后果。

当前，北京冬奥会备战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
川介绍了中国运动员的备战情况。“北
京冬奥会有力促进了中国冰雪运动竞
技体育水平的提升。目前中国有29

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480名运动
员正在全力冲刺备战北京冬奥会。当
2015年北京获得2022冬奥会举办权
时，中国在109个小项中约有1/3的
项目从来没有开展过；在平昌冬奥会
上，中国队的参赛项目约占项目数量
总数的一半。但这届冬奥会作为东道
主，我们将力争实现全项目参赛的目
标，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李颖川也谈到了中国队目前遇到
的主要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家
集训队无法正常出国参赛和出国训
练，失去了一部分积分。大部分队伍
长时间没有参加国际赛事，缺乏与主
要对手同场竞技的机会。

对此，中国冰雪运动队充分利用
国内全项目训练的条件，不断提升训
练的科学化水平。李颖川说，中国队
目前正在进行备战北京冬奥会的最后
冲刺，运动员们将力争在北京冬奥会
上展现自己最佳的竞技状态。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王梅梅表示，
在东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高
度重视保障残疾人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和身体安全，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和预案，严格落实东京奥组委以及代
表团的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实现了零
感染。“我们要把这些经验用于北京冬
残奥会的备战和参赛工作中，特别是
在接下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为我国
冬残奥会代表团参赛提供一些经验和
借鉴。”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训练备
战。”王梅梅说，中国冬残奥会代表团
将争取在备战的最后几个月多参加国
际赛事，进一步完善运动员的保障措
施，全面提升训练基地的保障和服务
水平。

①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③北京冬奥村样板间。

②“冰立方”。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准备工作就绪

冬奥村将于2022年1月27日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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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倒计时
100天之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制服装备正式亮相。在首钢园的发布
仪式上，在被红色灯光点亮的工业遗
址三高炉的映衬下，拥有霞光红、天霁
蓝等冬奥色彩的冬奥制服格外亮眼。
这些制服将是冬奥工作人员、技术官
员和志愿者的专属身份标识，将在冬
奥赛场形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也将
成为今冬流行穿搭的参照物。

水墨轻岚 天人合一

制服的外观设计，展现了中国“道
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将冬奥核心
图形拓展到服装上，运用具有中国水
墨画韵味的笔触，描绘了京张地区山
形、长城形态等。将传统美学和冰雪
运动巧妙融合。

在色彩选择上，沉稳的墨色和跃
动的霞光红展现了工作人员的实干和
热情，中性的长城灰彰显技术官员的
客观公正，明亮的天霁蓝展示志愿者
的青春活力，纯洁的瑞雪白作为调和
色象征着“瑞雪兆丰年”。

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长闫
成说：“我们参照国际奥委会工作原
则，借鉴往届冬奥会筹办经验及制服

品类设置惯例，围绕实现功能性、民族
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开展了制服装
备视觉外观设计。”

万里挑一 双奥传承

在筹划、设计、生产制作的过程
中，北京冬奥组委制服工作团队、主创
设计师以及北京冬奥组委官方合作伙
伴安踏公司全身心投入。

2019年以来，北京冬奥组委成立
了制服装备专家委员会，向全球公开
征集了视觉外观设计方案，累计收到

来自国内外的602套、1万余件作
品。并在此基础上，委托中国

服装设计师协会组织召开
3次评审会，确定2套

候选方案。最终

形成了一套特点鲜明、内涵丰富的设
计方案。

最终方案的设计师、来自北京服
装学院的贺阳，也恰巧是北京2008年
奥运会的制服设计师。从夏奥到冬
奥，奥运制服在外观、内涵上一脉相
承，也依据冬季项目的特点做出了突
破革新。

“首先要传达举办国的文化特征，
第二要考虑时尚与功能。制服应该具
有独特性，保证制服醒目、易识别的功
能，避免淹没在环境中。”贺阳说。

科技创新 注重细节

研发轻便保暖、美观舒适的冬奥
制服，离不开科技创新和细节的应用。

在版型设计上，制服面对的是约

三万名身材体型、穿衣习惯都不尽相
同的穿着者。北京冬奥组委进行了多
轮的版型优化，基于冬季运动专业装
备穿搭和人体工程学原理，采用功能
性面料和立体剪裁方法，兼顾动静状
态下室内外多场景作业需求，实现全
方位防护和辅助支持。

在材料使用上，由于冬季运动特殊
的气候条件，制服既要防寒保暖，又要
透气轻便。因此，通过科学的材料选择
和穿搭组合来达到一种平衡，最大限度
满足所有需求。比如，选择多层结构的
新型保暖絮片作为填充絮料，并改良以
满足寒冷环境的保暖需求。

在工艺选择上，依据人体3D功能
分区，功能内衣套装背部、腋下等易出
汗部位采用单项导湿材料与亲肤速干
材料拼接实现多功能需求。防寒服采
用了内里无缝线热熔压合工艺，达到
了防风、防水、防漏绒的要求。

在细节考虑上，功能外套增加了
夜间反光安全设计，袖口、领口、拉链、
肩部增加防水、防滑、透气等设计，此
外还配有对讲机挂袢、求生哨、隐藏触
控笔及眼镜布、隐形拉链口袋等；手套
设置了防滑、签名及触屏功能；鞋靴统
一使用旋钮闭合系统配合强韧金属
丝，摁旋收紧，一键松开，便于户外单
手操作。

与此同时，制服装备在设计、生
产、发放等各环节也着力践行绿色环
保和可持续理念，遵循节俭办奥原
则。例如，使用废旧塑料制品生产出
的环保纱线用在装备收纳包上；包装
袋采用生物可降解母粒制成；加工环
节采用专利节水技术等。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