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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9 号台风“美莎克”和

10 号台风“海神”过境珲春，广

大人民群众财产遭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失，为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为“爱心援手、灾

后重建”，全力配合市委、市政

府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做好社

会各界捐款捐赠物资接受及调

配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社会捐款捐物通道：珲
春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

1.捐赠账户

开户名：珲春市慈善总会

银行账号：

000012011100014484487

开户行：珲春农村商业银行

2.现场捐赠

地址：珲春市新政务服务中

心五楼（龙源东街1066号）

电话：0433—7553781 安雪

英 13904470700（慈善总会）

0433—7503959 于 亿 章

15326330775（红十字）

（二）使用说明
1.捐款捐物用于资肋受灾群

众过度期的基本生活费用和基本

生活用品。

2. 为方便开具捐赠凭证，捐

赠时请务必注明捐款（物）人（企

业）准确名称及联系方式。

3.本次捐赠的款物统一由市

慈善总会和市红十字会接受，具

体使用由市民政局统一调配。

珲春市民政局
2020年9月18日

珲春市关于台风灾后重建接受社会捐赠公告

京西石景山脚下，滑雪大跳台

“水晶鞋”，已成为首钢工业遗址公

园新地标；京郊延庆的小海陀山，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魅力初现；张家

口崇礼古杨树场馆群，“冰玉环”已

经牵手“雪如意”，讲述中国风的故

事……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倒计

时500 天之际，北京冬奥会进入筹

办冲刺阶段。到年底，“冰丝带”

“雪如意”等所有竞赛场馆将全部

完工，测试赛将陆续展开……

作为全球首座既举办过夏奥

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

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正初展“双奥”

英姿。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认为，

虽然遭遇疫情，但北京冬奥会的各

项筹办工作进展顺利，令人振奋。

“双奥”发展强引擎

夏秋时节，崇礼国际超级越

野赛其中的一个起跑点设在太舞

雪场。不远处，就是正在施工的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在

此期间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吸引

了万余人从北京等地赶来，尽享

音乐盛宴……

北京冬奥会让崇礼这座长城

脚下的小城，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效

应，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也打造

出一批“双奥”场馆，为奥林匹克运

动的可持续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也为中国体育竞赛表演业

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家体育场“鸟巢”承载着

2008 年奥运会和 2022 年冬奥会的

开闭幕式重任，是全球唯一一座有

此殊荣的体育场。在这里还上演

过世界田径锦标赛、巴西与阿根廷

足球队的南美超级德比杯等大

戏。已连续举办了11届的“鸟巢欢

乐冰雪季”，累计吸引了220多万人

次参与。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冬奥

会期间将变身“冰立方”，成为全球

首个集游泳和冰壶比赛为一体的

“冰水双栖”场馆。五棵松体育馆

既是北京篮球地标，也能迅速转成

举办冰球等高水平竞赛和文艺演

出的多栖场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如今已

经整体亮相。作为本届赛事唯一

新建冰上竞赛场馆，与相邻不远的

“鸟巢”“水立方”相互映衬，共同组

成“双奥”之城的标志性建筑群。

这座拥有亚洲最大1.2万平方米全

冰面设计的场馆，平日将可接待超

过2000位市民同时开展冰球、速度

滑冰、花样滑冰、冰壶等所有冰上

运动。

百年首钢转型后，建起了冬奥

竞赛场馆，北京冬奥组委也早就在

此安营扎寨。多支中国冬季运动

国字号队伍在此建起新基地。这

里正成为举世瞩目的工业遗址再

造样板。

首建投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付晓明说，作为冬奥竞

赛场馆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去年建

成并举办了“沸雪”世界杯比赛。

这座世界首个永久保留的大跳台

场地，今后将打造为“四季”场地，

春、夏、秋三季公众可在坡道上开

展滑水、滑草，冬季雪道可供专业

队训练和大众体验。“首钢园将是

北京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一块高

地，这块土地充满无限可能。”

“双奥”传承新动力

经过2008年北京奥运的洗礼，

今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2022 年，灿烂的冬奥圣火，将

辉映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

国。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崇礼将承

担大部分雪上项目赛事。这带来

了大量就业机会，大型滑雪场一个

接一个建了起来，赛事活动接二连

三落户，崇礼还被外媒评为2019年

52 个值得前往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崇礼人终于捧起了家门口的

“雪饭碗”——2019 年直接或间接

从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达3

万多人，其中包括过去的贫困人口

9000多人。2019年5月，崇礼退出

贫困县行列。

随着高铁和新的高速公路相

继开通，延庆与北京市中心的交通

半径也大幅缩小。延庆赛区将举

办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比赛，秉持

“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的设计理

念，这里将成为中国山水文化与冬

奥文化结合的完美载体。

通过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北京冬奥会正着力构建低碳交通

体系，鼓励观众赛时在北京、延庆

和张家口赛区间优先选择铁路出

行 。 北 京 市 、张 家 口 市 正 倡 导

“3510”低碳出行方式，即 3 公里步

行、5公里骑车、10公里公交的绿色

出行理念。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

克里斯托弗·杜比对于北京冬奥会

的三个赛区也如数家珍。他举例

说：“除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外，河北省的经济从农业和工业活

动中转型，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对于中国居民和很多外国人来说，

在北京举办完冬奥会后，人们会意

识到，可以在距北京一小时之外的

地方进行高山滑雪，同时，还可以

去张家口进行越野滑雪。我确信，

以我们所提供的高质量设施和服

务，人们一定会说‘好的，我的下一

个假期将在中国度过，将在北京周

边进行冬季运动’。”

如果说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

让运动健身日益成为许多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之一，那么北京冬奥会

则促进了冰雪运动的普及与推广。

曾几何时，冰雪运动不出山海

关。而如今，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号召下，冰雪运动在大江

南北越来越普及。

9月上旬，记者随庞清、佟健两

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来到成都市

中心一座冰场参加冰上公益训练

课。课上，50余位喜爱花样滑冰的

青少年展示了扎实的基本功，他们

是从成都上千名常年学习花样滑

冰的青少年中挑选出来的。这座

冰场日常还开展青少年冰球训练

和比赛，参与者也不少。

庞清、佟健说，几年前曾来成

都进行过花样滑冰表演和训练交

流，同那时相比，现在的冰场条件、

参与冰雪运动的孩子数量都有了

飞跃。

“双奥”树立新标杆

2008年奥运会留下了“绿色奥

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宝贵遗

产。“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则成

为 2022 年冬奥会的办奥理念。中

国用“双奥”实践，为奥林匹克运动

的创新提供东方智慧，成为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盛赞的“奥运新标

杆”。

北京冬奥会将如何兑现承诺，

成为第一届从申办、筹办到举办全

过程践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

奥运会？

已颁布的北京冬奥可持续性

计划、遗产战略计划，以及脚踏实

地的筹办实践，已经提前为我们描

绘出一个更绿色、更现代、更美好

的未来。

——冬奥会新建冰上项目场

馆和非竞赛场馆将全部达到绿色

建筑三星标准。建立跨区域绿电

交易机制，所有竞赛场馆将100%使

用绿色电力。在国家速滑馆等四

个冰上项目场馆采用新型二氧化

碳制冷剂，这一目前世界上最环保

的制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还成

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

手，共享冬奥机遇，共谋区域发

展。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基础设

施的相继建成，大幅提升了京张两

地通行能力。冬奥构建的一小时

生活圈，使得京张联系更紧密，比

翼齐飞。

——北京冬奥会开放办奥，拓

宽了视野，聚集了人才。将系统地

发掘和培养出一大批宝贵的冰雪

产业顶尖人才，助推中国冰雪产业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北京冬奥筹办认真履行

廉洁办奥主体责任，确保把冬奥会

办得像冰雪一样纯洁无瑕。简化

办赛是廉洁办奥的重要体现，在前

期梳理形成了一版简化办赛方案

基础上，还将积极对接东京奥组

委，充分借鉴其简化办赛方法，进

一步细化完善简化措施，制定第二

版简化办赛方案，努力实现精彩办

赛和节俭办赛的统一，为今后举办

大赛或大型活动提供借鉴。

“双奥”迎接新挑战

从 2015 年 7 月申冬奥成功以

来，已经走过5年多。如果把整个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比

作一场马拉松，北京冬奥组委专职

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这个阶

段，考验的不仅仅是体力，还有毅

力。受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影响，筹

办工作任务更重、难度更大。”

“今年初疫情发生以来，我们

严格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持疫情

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创新工作

方式，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做到了

工作不断、力度不减、朝着既定目

标稳步向前推进。”

据了解，北京冬奥筹办目前已

经全面进入测试就绪阶段，这个阶

段是各项计划完善定型、实战演练

的关键时期，也是各项工作检验提

升、全面就绪的冲刺阶段，要实现

场馆设施、竞赛组织、场馆运行、赛

会服务、重大活动、氛围营造、城市

保障、人员配置、工作机制等全面

就绪。测试就绪阶段要持续到

2021年9月，之后进入赛时运行阶

段。

韩子荣表示：“面对新形势新

挑战，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奥

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

项体育联合会等方面的沟通合作，

及时研判形势，及时调整策略，加

强工作创新，妥善应对风险挑战，

让筹办工作朝着既定目标稳步有

序向前推进。”

距离开幕倒计时 500 天之际，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步入冲刺阶段，

所有的冬奥人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人们坚信，“双奥”之城北京必

将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非凡、卓

越的奥运盛会。

（参与记者：高鹏 张骁 王梦

秦婧 苏斌）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北京初展“双奥”之城英姿
——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0天之际

新华社记者 汪涌 姬烨 杨帆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占

康 孙伟）产品研制、重大试验、航

天员训练有序进行……今年以来，

中国航天员中心叫响“奋进新时

代、筑梦空间站”的口号，全力备战

日益临近的空间站任务。

根据计划，我国将于 2022 年

前后建成空间站。在密闭狭小的

空间站舱内制造一个类似地球环

境的可循环生命保障系统且稳定

运行，这是空间站在轨长期运行的

瓶颈技术和关键技术。

“环控生保技术从非再生走向

再生，国内没有先例可循。”中心环

控生保室主任卞强介绍说，他们自

2011年开展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制

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完整休过周

末，近期终于完成空间站组合体环

控生保集成性能试验。

未来的空间站任务中，航天

员 出 舱 活 动 时 间 长 、操 作 程 序

多，对舱外航天服提出了更高要

求。9 月 11 日 21 时 58 分，中心舱

外航天服试验舱大厅内灯火通

明。历经 17 小时，两名志愿者从

模拟在轨真空环境的舱外航天

服试验舱中，经历了出舱活动任

务中实际泄复压过程，圆满完成

出舱活动。

据介绍，太空环境恶劣，舱外

航天服需要最大限度保障航天员

生命安全。为此，中心科研人员刻

苦攻关，对舱外航天服的结构布局

设计、服装寿命和工效能力都进行

了改进。

9月16日，在航天员水上救生

训练场，3名航天员忍着眩晕和闷

热，躺在狭小密封的返回舱里，脱

下航天服、换上抗浸服、出舱、上充

气床、发出求救联络信号，一套操

作程序行云流水。至此，为期5天

的航天员水上自主出舱训练圆满

完成。

针对空间站任务难度高、工作

量大的特点，航天员中心从难从严

强化航天员训练，训练课目增加了

数十种，训练课时较以往增加了近

2倍。据了解，即使是新冠肺炎疫

情也没有阻挡航天员们的训练热

情，他们纷纷通过网络学习、视频

慕课、教员陪同隔离等方式抓紧训

练。

2020年5月，长征五号B运载

火箭首飞成功，拉开我国空间站在

轨建造阶段飞行任务的序幕。中

心领导介绍说，时间紧任务重，虽

然“白加黑”“6+1”是广大科研人员

的工作常态，但他们无怨无悔、全

力备战，为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

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中国航天员中心全力备战空间站任务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

余俊杰）在中秋、国庆节长假即将到

来之际，文化和旅游部整合全国乡

村旅游资源，近日集中向社会推出

300条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既有

以北京延庆醉美花海之路为代表

的精品民宿型、以湖南常德世外桃

源怡然度假游为代表的景区带动

型线路，又有旅游扶贫型、民俗文

化型、田园观光休闲型等多种类型

乡村游线路。

据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受疫情影响，游客越

来越倾向于慢节奏、短周期、近距离

的出游方式，对安全、健康、舒适等

旅游体验品质更加看重。相比较城

市、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的传统目

的地，亲近自然、出行便捷、绿色时

尚的乡村旅游日益受到青睐。

据悉，此次入选的300 条精品

线路将充分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和农业资源，开发适应现代生活

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同时，加

强与电商平台等合作，开设网上店

铺、代销点，注重培育一批本地网

络直播带货能人，发挥乡村旅游重

点村示范带头作用，拉动周边经济

产业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总收入

695 亿元，同比下降 77.1%；到第二

季度，形势大为好转，环比增长达

148.8%；7月至8月，乡村旅游总人

次、总收入恢复更为明显，从业人

员数量基本达到去年同期水平，有

望在旅游行业中率先全面复苏。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推 出
30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记者沿黄河继续向东，行至黄

河中下游分界线桃花峪附近，在河

南省武陟县境内的黄河北岸，邂逅

“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

这是黄河流域修建的最大的一座

河神庙。

“ 武 陟 地 处 悬 河

头、百川口，历来是治

河的关键要地，是了解

中 国 治 黄 文 化 的 窗

口。”嘉应观景区管理

局书记翟嵩峰介绍，雍

正之前的历史上，在武

陟境内沁河入黄处，沿

黄河 9 公里多没有大

堤，水流迁徙不定，成

为最易决口的“豆腐

腰”河段。

“河涨河落维系皇

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

大清江山”，嘉应观内

的御碑亭柱上刻着康

熙原话。自大禹治水

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

没有停止过与黄河水

患的斗争；“黄河宁，天

下平”——道尽了黄河

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

联。

黄河孕育了灿烂

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

族母亲河。但是，历史

上，黄河是中华民族的

心腹之患，它在广阔的

中下游平原造成“三年

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给沿岸人民带来深重

灾难。据统计，在1946

年 以 前 的 2000 多 年

里，黄河决口泛滥达

1593次，较大的改道就

有 26 次；沿岸几乎每

一个带“口”字的地名，

都是水患灾难的见证。

嘉 应 观 始 建 于

1723年，是雍正为了纪

念在武陟修坝堵口、祭

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

而建造的淮黄诸河龙

王庙，建筑布局效仿故

宫，集宫、庙、衙署为一体。观内有

雍正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铜碑，立在

一河蛟身上，意在镇恶。

在此之前两年间，黄河先后在

武陟 4 次决口，洪水经卫河入海

河，直逼京津。洪水挟带的泥沙还

淤塞了大运河，导致运粮困难，一

时朝野震动。曾随康熙巡河的胤

禛（即后来的雍正）被委以重任，负

责指挥决堤堵口。

“期间胤禛许诺，若堵口成功，

就在武陟修建一座大小河流的总

龙王庙。继位第一年，他履行诺

言。取名‘嘉应’，是‘嘉瑞长应’之

意，表达对海晏河清的企盼。”翟嵩

峰讲述。

翟嵩峰带记者穿过祭祀大禹

的禹王阁，来到东西两

侧龙王殿。这是嘉应

观的精华所在。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殿内供

奉的龙王不是神仙，而

是青史留名的历代治

河功臣，把人升格为神

来祭祀。

西汉的贾让，在黄

河第二次大改道后不

久，应“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之诏上书，提出

著名的“治河三策”，被

史学家以千余字篇幅

完整记入《汉书》，对后

世产生深远影响。

东汉小吏王景，主

导修筑了千余里黄河

大堤，并通过“十里立

一水门”的方法实现洪

水分流，成就了黄河安

流千年的传奇。

元代河官贾鲁，史

无前例地在大洪水期

开工治河，只短短 90

日，不仅消除了黄河北

泛对京杭大运河的威

胁，还使黄河南流所经

的汴渠、淮水等恢复故

道、舟楫通行。如今，

河南境内仍有“贾鲁

河”，纪念其功绩。

和 王 景 、贾 鲁 一

样，禁烟英雄林则徐也

供奉在龙王殿里。他

曾负责河南、山东两省

黄河事务，衙署就在嘉

应观。鸦片战争失败

后，林则徐被发配新疆

途中，正遇黄河决口，

虽百病缠身，他仍抱着

“亿民命重身家轻”的

信念，改程到开封组织

堵口。

一部治河史，就是一部治国

史。小小嘉应观，让人穿越时空，

纵览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坚强图存

的奋斗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黄河治理，黄河不仅实现岁

岁安澜，而且连续21年不断流，呈

现出全新的生命状态，为世界江河

治理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

供了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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