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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 日，北京冬奥会火炬在北
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传递。此次有约1200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优秀代表担当火炬
手，其中，在第270棒的位置，一个松姿如柏
的身影傲然挺立，他就是来自丰台分局右安
门派出所社区民警兼任玉林西里社区党委
副书记的傅天雷。

傅天雷动情地说道：“时隔14年，奥林匹
克之火再次在北京点燃。运动员们奋力拼
搏，各行各业保驾护航。防疫和筹办两兼
顾，中国以全球共通的体育语言，向全世界
发出了逐梦冰雪的盛情邀约。此次能够作
为公安民警代表加入冬奥会火炬手这支光
荣的队伍，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冬奥赛会内外的
2022相约冬奥

“能够成为一名奥运火炬手，是我人生
中无比难忘的一段经历，我手中的火炬不
仅是点亮冬奥会圣火的一环，也希望能成
为深山绣娘心中的一束光，点燃他们的深
山绣梦，让更多的深山绣娘背着娃、绣着
花、养活自己养活家。”中关村丰台园企业
——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表示。夏华用18
年的时间往返深山，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手
工艺文化，带领依文集团打造了最完备的

“中国手工艺者数据库”和“手工艺元素纹
样数据库”。依文集团作为国际冰壶协会
官方服饰合作伙伴，为参与冰壶赛事相关
技术人员、媒体以及官员提供置装服务。

“特别激动，不敢相信。”去年12
月下旬，韩青接到北京冬奥组委的
电话，通知她正式成为北京冬奥会
火炬手。韩青是丰台马家堡街道时
代风帆楼宇党委书记，参与火炬传
递的前一天，她才离开抗疫一线。

“火炬传递本身就是一种引领与传
承，作为火炬手，我要把这种精神带
到基层、带到工作中继续传承下去，
让党建工作在基层做得更好，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韩青说，“我
也希望把从火炬传递中汲取的力量
带到基层工作中，我们一定能够战
胜疫情。”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
2月4日，2022北京冬奥会拉
开序幕，在开幕式上，每一帧
场景都让人美到窒息，尤其
是社会各界精英将五星红旗
手把手传递给国旗护卫队的
环节让人心潮澎湃，来自丰
台区的全国扶贫先进个人安
钟岩便是其中一位。

开幕式结束后，安钟岩
连发了 5 条朋友圈，激动之
情难以表达。

安钟岩告诉记者：“通过
一个多月的紧张备战，北京
冬奥会的开幕仪式终于圆满
落幕，我也有幸参与其中，亲
朋好友们从屏幕上认出了我，纷纷给我发来
祝贺，能够参与冬奥会开幕式传递国旗仪式，
非常激动，也有很多想说的。”

安钟岩介绍：“从排练到开幕，我都深深
地感受到这份荣耀与光荣。在排练期间，张
艺谋导演带着团队和我们一起座谈，详细的
部署每个细节，并且告诉我们这个环节的重
要意义，不仅让我们思想得到了统一，更让我
们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国的力量。”

“我要感谢为我们劳模团服务的北京电
影学院马老师和她的团队。他们每天休息得
很晚，就是为了照顾我们的劳模团，让大家感
受到家人般的温暖，他们不仅承担着自己的
工作，还时而化身送餐员、时而化身联络员，
即便是在北京疫情反复的时期里，也在安抚
着大家的情绪，让我们所有劳模团的团员们
都非常的感动。”安钟岩说道。

据了解，为了达到最终呈现出的惊艳效
果，彩排都是保密进行的，大家都恪守纪律，
忘我地投入其中，最终才呈现出了开幕式上
最完美的效果。

安钟岩说：“当开幕式结束，我们走回休
息室，马老师一一和我们拥抱祝贺，大家都还
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之中。在全世界瞩目之

下，当国旗从手边传递，当国歌从耳边响起，
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这也将
是我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之一。”

据了解，为了保障好开幕式演员的身体
状况，每天结束彩排回到酒店，酒店的工作人
员都烧好了姜糖水，无论多晚都有医护人员
等待着给他们做核酸，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周
到，也让他们在寒冬中感受到温暖。

安钟岩表示：“当开幕式结束，我回到了
休息室，看到手机已经被刷屏，大家都纷纷认
出了我，满满都是对我的祝贺。北京能够作
为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
城市，作为一个北京人我非常的骄傲，能参与
到冬奥会的开幕仪式之中，我更加的自豪，感
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也希望我们共同
将奥运的拼搏精神融入到生活和工作之中，
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她告诉记者，回想备战奥运开幕式不算
长的这段时间里，有幸结识了来自保卫边疆
的英雄、航天科技的精英、防沙治沙模范、七
一勋章获得者以及医疗、教育、公安、公交、
体育、企业等各行各业的楷模。“我们也相约
待春暖花开、疫情散去后再聚首。”安钟岩补
充道。

安钟岩：触到国旗时，是我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

夏华

本报讯（记者 李娜）“我觉得特别光荣，我
们在北京冬奥会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向
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妇女的幸福、激情、柔美
和坚毅，真的特别光荣。”2月7日，距离在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表演“行进式广场舞”已经过
去3天，今年62岁的王璟大姐说起这段经历仍
然十分激动和自豪。2月4日晚，王璟等27名
丰台区文化馆舞蹈队员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暖场环节和演员返场环节共计表演8个舞段约
40分钟，和其他舞蹈队员们一起展现了“新年
合家欢”“一起向未来”“好客北京”的幸福场
景，展现了广大中国妇女的激情和风采。

据了解，参与此次演出的27名丰台区文化
馆舞蹈队队员全都不是体制内的演员，而是退
休人员，平均年龄在57岁，她们全部是从2021

年“舞动北京”群众广场舞大赛中遴选出来的
优秀团队选手。为全力以赴做好统筹保障，自
接到任务以来，丰台区文化馆专门配备经验丰
富的舞蹈辅导老师黄文婷为队员们进行动作
指导，由勤恳扎实的雷佐龙老师担任训练助教
和后勤保障专员。“两位老师别看年纪不大，但
是特别负责任，训练的时候一丝不苟，特别严
格，私底下又特别细心，对我们这些老太太可
好了，真的特别难得。”王璟对朝夕相处了近三
个月的两位老师赞不绝口。

此外，区文化馆还暂停了二层排练厅对外
开放，作为队员们的专用训练场地；按照疾控
防疫中心要求，设置专用卫生间，减少训练期
间人员的交叉流动；同时要求所有参加开幕式
的演员自2021年9月以来不离京，家庭成员不

去中高风险地区。为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在每
次训练前，文化馆馆员认真对场地进行清洁、
消杀、通风，为确保舞蹈老师和队员们安全彩
排保驾护航。

“这种舞跟我们平时跳的舞不太一样，我
们平时跳的类似于柔美的古典舞，在鸟巢表演
的这个舞蹈是为了展现咱们的那种激情和风
采，体现大家一起向未来的那种动感，是和年
轻人一起动，我们在其中蹦着跳着欢歌起舞，
完全忘了自己已经60多了，感觉就是跟别人一
样的一个年轻人。”王璟介绍，在鸟巢合练的时
候还遇到过零下7摄氏度的低温，但是因为运
动强度大，队员们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指导
老师和导演们很忘我，他们可能连饭都顾不上
吃，大家为了这件事情都忘了自己，真的舍小
家顾大家，把自己化成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分子
去融入这个大海，用自己的力量让大海更美。

“那些大姐真的太拼了，训练时早晨6点从
区文化馆出发去首都体育馆，大概8点开始训
练，晚上10点左右才回来，中间只有半个小时
的吃饭时间，和三次共计15分钟喝水的时间，
其他时间一直都在练，强度还是很大的，但是
没有一个说累的，遇到小病小痛根本不告诉
你，她们生怕被刷下来，真心佩服她们那股劲
儿。”负责现场舞蹈队员保障的雷佐龙老师说。

据统计，截至2022年2月3日，舞蹈队在区
内训练25次，全要素合练22次。舞蹈演员们
说，没有区文旅局、区文化馆以及辅导老师、工
作人员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场大
型演出的，精彩舞蹈节目的呈现背后是大家精
诚协作、团结一心、不畏艰苦、全力以赴的信念
与精神。

“在演出现场，我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
国人的幸福，只有在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才能
举办这样盛大的活动，我带着这种幸福感将我
们丰台人民、首都市民、中国百姓最真实的样子
展现给各国来宾，我感觉特别自豪。”王璟说。

本报讯（通讯员 张娟娟）丰台区被誉为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第一研究院（火箭院）就坐落于此。2021
年 1 月 5 日，火箭院接到一项光荣而艰巨的
任务——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冬
奥专项工程抓总单位，全力以赴确保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圆满完成。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是一场视觉盛宴，它的
精彩纷呈是匠人匠心的汇聚。为了实现“简
约、安全、精彩”的目标，几百个日日夜夜，火箭
院冬奥专项工程团队精心设计，严把质量关，
通过智慧和双手，将一个个创意、一张张平面
图纸，一个个高尖技术转化到舞台上。

航天仿真技术 让舞台表现万无一失
舞台工程系统设备完全置于平静的“冰

面”下——数十套电机与刚性链条、钢丝绳及
滑轮组件的相互配合，驱动大型升降台、车台、
倾斜台等活动设备，用以完成各类升降、平移、
翻转等动作。舞台机械控制系统的设计，加入
了航天系统产品研发中采用的数字化仿真软
硬件设备，开展控制算法的优化设计，并全面
进行半实物仿真测试试验，把冬奥项目与航天
人熟悉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创造性结合，从

而在设计阶段识别并规避重大风险，提高整个
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航天控制 制造冬奥奇幻场景
冰立方总重量约 400 吨，升降重量达 180

吨，升降载荷超过一般剧院大型升降台的 8
倍，是整个开闭幕式最大功率的驱动设备。
研制团队在场地受限的情况下，通过精确控
制电机驱动 16 条链条、16 条钢丝绳组成的 4
套同步传动单元，让冰立方的升降定位精度
控制在±1 毫米。通过各种分系统与综合性
试验，排除一切不可靠因素，做到现场表演

“零失误”。
指挥通信 开幕式井然有序

冬奥会开幕式演出涉及数万人同场演出，
数千岗位协作，指挥通信系统作为开幕式“智
慧”中枢，实现了流程指挥调度和互联互通的
信息服务，并保障了鸟巢、张家口、延庆等地关
键设备的视频监视，让现场指控更加高效、便
捷、精准、智能。

航天赋能 架起联络信息桥
大型演出中，无杂质、无干扰的对讲通

信环境是保障演出成功的第一要件。火箭
院综合运用现代化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电

力保障技术，为开幕式现场各岗位沟通搭
建了一条安全稳定、高效可靠的联络信息

“桥梁”。
航天集成 高效上传下达

好的演出和仪式，离不开一个让全局指挥
决策“一盘棋”，高效上传下达的指挥中心。火
箭院为冬奥运行指挥部门，集成搭建了一个集
中的信息、协调、报告和决策中心，承担起仪式
期间各项指挥、控制与协调任务，中心能随时

“感知”各个岗位的动态情况，配合指挥通信系
统，进行指令的下达。

航天质量 把控全场
除此之外，高高矗立在舞台一侧的冰瀑与

舞台上空穿梭的威亚系统都完美又可靠地完
成了开幕式中演出效果的展示。点亮全场的
火炬、央视的精彩画面及VR、视频渲染机房等
一系列工程项目，都是航天质量控制技术及航
天系统工程管理办法的体现。

奥运圣火熊熊燃烧，开幕式圆满落幕，火
箭院冬奥专项工程团队严慎细实、攻坚克难，
团结制胜、科学求胜、预案谋胜、精细取胜，以
航天标准和航天精神圆满完成党和人民的重
托，让世界看到中国精彩、航天服务。

本报讯（记者 林瑶）“丰台政务服务局的
跨省通办业务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仍在
冬奥会期间进行闭环管理的杨先生拿着更换
完成的电子运输驾驶员资格证高兴地说。

北京冬奥会已于2月4日拉开帷幕，各项工
作如期如约的顺利开展，由于此次冬奥盛会分
成三大赛区涉及北京、河北两大省市，异地的政
务服务协同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丰台区政
务服务管理局牢化服务方式、丰富办事渠道、完
善工作机制，为助力冬奥，有针对性地细化“跨
省通办”流程，推出“三专”跨省服务措施。

在电话采访中，杨先生告诉记者，作为北
京市冬奥会交通运输服务保障人员，他承担了
跨省运输服务，但由于备勤和常留异地的工作
安排，让他为办理驾驶员资格证的换发业务犯
了难，“之前都是到大厅现场办理，算上往返政
务服务大厅、取号、等待的时间，至少半天。现
在工作人员指导我网上办理，拿着手机直接提
交材料，不到半小时就审核完成！这不，新的
电子驾驶员资格证已经拿到了，省时又省事
儿！”杨先生说。

“我们在接到杨先生的电话后，指导他登
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跨省通办’服务专
区进行信息填写及材料上传，这也是首例冬奥
期间完成的首例跨省通办事项。”丰台区政务

服务局驻区单位服务科科长黄凡说。
丰台区政务服务局助力冬奥，推出“三专”

跨省服务措施。“专事”即聚焦冬奥分批分类梳
理了冬奥相关的服务清单，涉及 11 家单位的
32个全程网办事项清单，其中包含个人服务事
项27个、法人服务事项5个。为相关单位和群
众异地办事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服务。“专窗”
即助力冬奥设置跨省窗口，在丰台区各级政务
服务中心均设有“跨省通办”窗口，实现了区镇
街全覆盖，实现申请人“单点登录、全国漫游、
无感切换”。“专员”即配备护航冬奥政务专员，
群众可以通过热线（87016243、87016836）进行
联络咨询，借鉴“接诉即办”工作模式，完善按

需即办的工作运行机制，保证服务事项优质高
效办理。

“我们前期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
梳理了冬奥相关的32项全程网办事项清单，让
冬奥闭环期间群众不用来到现场就可以进行
网上全流程办理。”政务专员崔琬晶说，“例如
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换发、残疾人证挂失补
办、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查询等，冬奥会、冬残奥
会期间可能会涉及的高频事项都可以实现跨
省通办，提前进行材料梳理和业务培训，服务
办事群众、提高办事效率。”

记者在丰台区政务服务大厅看到19号窗
口标注着“跨省通办”专窗的字样，并摆有“助力
冬奥、跨省通办”指示牌，“2021年丰台区政务服
务局共办理跨省通办类事项2.2万余件，此次助
力冬奥是对原有服务的延伸和拓展。极大地促
进了异地系统的相互融合，打破地域阻隔，为企
业和群众‘异地办、就近办’提供更有力的服务
支撑，最大限度利企便民。”黄凡说。

下一步，丰台区政务服务局将继续推进线上
办理模式的推广，需要持续深化全国一体化建设
思路，全面提升全国一体化平台基础设施服务效
率，推动实现从业务上网到服务上网，构建政务
服务全渠道服务矩阵，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
度，持续打造“不打烊”的“数字政府”。

冬奥期间，丰台32项政务服务深化“跨省通办”新模式

冬奥开幕式“燃”场面上的多个航天力量

“我们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妇女的幸福、激情、柔美和坚毅”

韩青

傅天雷

丰台3名火炬手参与火炬传递

（一）丰台元素

雷佐龙雷佐龙//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