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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
办权以来，冬奥筹办工作已走过五个年头。尽管
在 2020 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方面不
利影响， 但北京冬奥组委扎实推进各项筹办工
作，向着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
运盛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以下是北京冬奥会申办及筹办阶段重要

事件：
2013 年 11 月 3 日，中国奥委会正式致函

国际奥委会， 提名北京市为 2022 年冬奥会的
申办城市。 北京市、 河北省张家口市联合申办
2022年冬奥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2014 年 7 月 7 日，北京正式入围 2022 年
冬奥会申办候选城市。

2015 年 1 月 6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申
办委员会在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提交 2022
年冬奥会《申办报告》。

2015年 7月 31日，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
委会第 128 次全会上， 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标
志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正
式成立。

2016 年 7 月 31 日，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2016 年 10 月 10 日 ， 国际奥委会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
会议。

2017 年 2月 27 日，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启动。 截至 2020 年
底，北京冬奥组委已成功签约 38 家赞助企业。

2017 年 3 月 20 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公告，首次面向全球
招聘工作人员。 7 月，北京冬奥组委首次社会招聘工作圆满落幕。

2017年，北京冬奥会新建竞赛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开工。
2017 年 12月 15 日，北京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

奥会会徽“飞跃”发布。
2019 年 2 月 19 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
2019 年 9 月 17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面世。
2019 年 12月 5 日，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公告，计划招募 2.7 万名冬奥会
赛会志愿者，1.2万名冬残奥会赛会志愿者。 截至目前，赛会志愿
者全球招募持续进行，报名人数超过百万。

2019 年 12 月 30 日，京张高铁开通运营，北京清河站至张家
口太子城站仅需要 50 分钟。

2020 年 5 月 8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装备
视觉外观设计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2020 年 5 月 15 日，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
组委同步发布《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

2020年，北京冬奥组委通过视频方式，如期举办世界转播商大
会、赞助企业大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开放日等重要会议和活动。线上
发布色彩系统和核心图形，线上公开征集奖牌、火炬外观设计方案。

2020年 11月，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奥委
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决定，将研究制定更适应疫情形势的体育测试
方案，从而取代原计划于 2021年第一季度举办的国际体育测试赛。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嫦娥五号搭载北京冬奥会展示品交接
仪式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冬奥会会旗、会徽、吉祥物
等展示品在完成月球之旅后返回。

2020 年底，北京冬奥会所有竞赛场馆完工，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与场馆同步完成，达到测试赛要求。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正式
发布。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

·背景资料·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发布

有火炬 就有光

2 月 4 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倒计时
牌上显示距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还有 365 天。 当日正值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 这是 22001177 年 1122 月 77 日 ，，北
京延庆区张山营镇海坨滑雪队成

员在训练结束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这是 22002200年 1122月 2211日拍摄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巴赫发出邀请

2022，北京见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记者 苏斌 王梦 姬烨）北京冬奥

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各国家（地区）
奥委会及各位运动员发出邀请：2022，北京见。

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之家， 巴赫在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皮埃
尔·德·顾拜旦的办公桌上签署邀请函，邀请各国家（地区）奥委会
及各位运动员参加北京 2022年冬奥会。

他说，一年后的今天，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
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将是一个伟大时刻，秉持和平、团结和友谊的精神，将全
世界凝聚在一起。

“北京冬奥会将使中国人民与世界紧密相连。北京及其周边地
区将成为奥林匹克冰雪运动中心。 ”巴赫说。

巴赫说，我们的中国伙伴和朋友将举办一场卓越的冬奥盛会。
此次盛会将永久改变冬季运动的面貌。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北京
2022年冬奥会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冬季运动景象。

“我们已经充分见证中国如何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举
办方将与国际奥委会通力合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安全举办。我们对
此深信不疑。 ”

巴赫最后用中文说：“2022，北京见。 ”
北京冬奥会将于 2022 年 2 月 4 日至 20 日举行，共设 7 个大

项、15个分项、109 个小项。

今日关注·冬奥火炬

2 月 4 日 ，在
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倒计时一周年

之际 ， 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火炬
“飞扬”正式问世。
这是 2 月 4日发布
的北京冬奥会火

炬（左 ）、冬残奥会
火炬（右）式样图。

新华社发

冰火相约，激情“飞扬”。
2 月 4 日， 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一周年之际，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火炬———“飞
扬”正式问世。

中空开放的形态、纯氢燃烧零碳排放、内外飘

带缠绕、“双奥之城”传承……所有元素统一于火炬
这个光明而充满生机的意象。

农历小年夜，辞旧迎新时。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
活动部副部长王向豫说，希望用火炬点燃全世界对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热情和广泛期待。

天人合一法自然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设计与整体形象景观
设计一脉相承，都取自八个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这句话相信大家其实都听过，但真正理解它，甚
至在火炬这样的实体上表达出来，还是很难的。 ”李剑
叶说。

最初入选的方案其实是“瓷火之心”。 火炬团队项
目负责人饶杰回忆说，方案入围后再修改时一度处于
落选边缘， 在距离下一个汇报节点还有两天之际，整
个团队痛下决心，推倒重来。

“我们最初的方案还是太复杂，其实就是大道至
简。 ”李剑叶说。

北京将成为全球首个举办夏季、冬季奥运会的双

奥之城。 因此与 2008 年火炬相比，这次的火炬既是传
承，又是创新。

创新的力量，就源于崇尚“道法自然”的中国传统
文化：

———“飞扬”整体造型源于叶子，自然界的流线力
量充满生机；

———氢取自于水，燃烧后又会变成水，暗合中国
传统虚实相生概念；

———火炬的拆装就像中国传统的孔明锁，需要特
定角度方能开合。

“希望奥运圣火成为黑暗隧道尽头的光。 ”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多次呼吁，疫情挑战下，世界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体育精神。

而一年之后，当冬奥主火炬在“鸟巢”熊熊燃烧，
圣火终将“飞扬”，为人类带去更多光明和希望。

新华社记者 卢羽晨 李丽 姬烨

（新华社北京 2 月 4日电）

一片落叶燃灵感

宛如两条飘带在风中飘绕，擎于手心，凝而不发。
这把被寄望于点燃激情、驱散阴霾的冬奥火炬，灵感
却始于一片叶子。

“其实坦白说，最初整个火炬设计很快就掉到了
形意的层面。 ”火炬外观设计师李剑叶说，团队甚至考
虑过，要不要设计成一串“冰糖葫芦”……

他回忆说，虽然后来整体设计概念明确了，“要向
上的、 旋转的”， 但是具体的呈现形态却总是偏工业
化，“过于规律”。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火炬修改专家组专家
林存真在研究商议时，随手把玩起办公桌面绿植落下
的一片叶子，突然发现这枚叶片灵动优美，十分接近
要表达的形态。 于是她迅速拍下叶子旋转的视频，给
大家参考。

这一片落叶，瞬间点燃了设计师们的灵感。 终于，
经过 40 余版团队内部修改方案、11 版正式提报方案，
2020 年 9 月 22 日， 经过北京冬奥组委多轮评审，从
182 个全社会有效征集方案中， 确定了现在的火炬设
计方案。

“飞扬”火炬整体外观与北京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
主火炬塔形态相呼应，体现了双奥之城的传承与发扬。

自下而上从寓示吉祥的祥云纹样逐渐过渡到剪
纸风格的雪花图案，旋转上升，如丝带飘舞，最后呈现
为飞扬的火焰。 祥云传达吉祥的寓意，是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的延续；雪花表现冬奥会的特征，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创新。

火炬交接时， 两只火炬的顶部可以紧密相扣，如
两只手相握，代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更加相知
相融的冬奥会愿景。

“这个 2020 年很不寻常，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李
剑叶说，“想通过‘握手’的意象，表达人类要共同去面
对这些危机。 ”

北京冬奥会火炬为红色与银色，寓意冰火交融。 北
京冬残奥会的火炬为金色与银色，寓意辉煌与梦想。

“现在的方案应该说是集中了多领域的智慧和科
技，具有较高的设计水平，艺术形式具有中国特色，体
现了北京‘庄重、典雅、大气、开放’的城市特点，并融
入‘双奥城市元素’。 ”火炬外观设计评审会评委、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说。

2020 年 12 月 7 日，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审议通过
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设计方案。

环环相扣“黑科技”

“本次火炬的设计秉持绿色、可持续理念，力图将
艺术设计与科技创新相融合。 ”王向豫说。

“飞扬”火炬科技亮点之一是北京冬奥会火炬将
采用氢作为燃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级工程师韩宗
捷介绍，除了环保属性外，氢燃料的特性保证了火炬
能在极寒天气中使用，并可抗风 10 级。

然而，若要维持同样的燃烧时间，氢气的存储空
间比传统液态丙烷燃料的大一倍。 这也意味着氢燃料
的燃烧罐需要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

而“飞扬”的第二个技术亮点就是火炬外壳采用

了重量轻的耐高温碳纤维材料，火炬燃烧罐也以碳纤
维材质为主。

碳纤维专家、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黄翔宇介绍， 在中国石化集团的科研支持下，
本次火炬外飘带使用了先进的碳纤维立体编织成型
技术， 以及抗高温燃烧涂层。 点火段采用铝合金，耐
800 摄氏度以上高温。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对此次火炬设计给予了高
度肯定，认为这次火炬的设计再次证明了奥运会是
体育和文化、艺术和科技的巧妙结合 。 既有文化传
承又有科技创新，中国文化艺术得到完美展现 。 不
仅体现了双奥之城的特点 ，而且展现了奥林匹克的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