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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者 岳冉冉
赵旭）北京冬奥会北京、张家口、延庆三个赛区的冬
奥村27日正式开村。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6支国
家队进驻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冬奥村。

当日，北京冬奥村迎来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代表团，超过300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入住。据
悉，在冬奥会期间，北京冬奥村将接待44个国家和
地区的代表团近1700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据介绍，北京冬奥村分运行区、居住区和广场
区三大区域。当运动员抵达冬奥村后，第一站就是
运行区的代表团接待中心，经过安检和证件激活确
认后，“村民”将直接进入居住区，开启北京冬奥会
之旅。在居住区，除了有温馨舒适的住宿服务外，
还有健身中心、娱乐中心、综合诊所等相关功能空
间。此外，冬奥村还提供健康安全、丰富多样的餐
饮服务，菜单经国际奥委会批准，共有678道菜品，
每8天循环一次。

冬奥村1月27日
正式开村

□新华社记者

中国人常用“吃饱饭不想家”来安慰作客他乡
的旅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正在北京和张家口参
加2022北京冬奥会的外籍人士。

对于这些为参与北京冬奥会而不远万里来到
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在主媒体中心吃饭可不仅仅是
吃饱这么简单，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机器人负
责掌勺和上餐的智慧餐厅了。

“我对这个（智慧）餐厅印象太深刻了，食物味
道很棒，机器人炒菜、上菜，全部实现智能化，而且
非常高效，吃饭不用等待，全过程不用手去接触，干
净又卫生。”国际广播中心保障人员马蒂努斯·盖曾
说。

刚刚抵达北京的美联社记者杰伊·洪对酒店提
供的早餐也赞不绝口，“很棒、很好吃”。不过，他最
满意的还是住宿条件，“我的酒店房间甚至比我的
公寓还好”。

开往北京各场馆、酒店和主媒体中心的班车也
因“准时”“方便”而得到肯定。德国奥委会工作人
员菲利普·哈珀策特尔是第一次来北京，他觉得“大
巴车很方便，也很干净”。

美国队的工作人员布里克·比尔用了三个“很
好”概括了他对北京冬奥会的印象。“整体的安排很
好，一切都运行得很好，我过得非常愉快。在这里
接触到的人也都很好，非常友好、非常棒！”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外籍人士盛赞
北京冬奥会“衣食住行”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近日，“全民
唱响一起向未来”传唱活动在我市多地举
行。市民们来到重庆工业博物馆、重庆大
剧院、解放碑等重庆地标式景点和建筑，通
过举行快闪等多种活动，深情唱响《一起向
未来》《我们北京见》等冬奥歌曲，表达人们
对2022北京冬奥会的期待。

据介绍，《一起向未来》是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由
王平久作词，常石磊作曲，发行于2021年
9月17日。《我们北京见》同样由王平久作
词，常石磊作曲，首发于北京2022年冬奥
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

“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
表白……”1月27日下午，当重庆日报记者
来到解放碑步行街时，发现30多名来自重
庆各地的音乐爱好者正在大渡口区八桥镇
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况准的带领下，深情
地演唱着歌曲《一起向未来》。

况准说，《一起向未来》不仅旋律优美，
还用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广大人民对北
京冬奥会的期待，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和号
召力。

家住巴南的市民赖鑫激动地对重庆日
报记者说，2008年，她曾前往北京现场观
看北京奥运会的比赛。“今年，我虽然不能
前往北京现场观赛，但我依然会和家人一
起守在电视机前，为中国冰雪运动健儿加
油助威。”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除了《一起向未
来》外，《我们北京见》同样在重庆掀起了传

唱热潮。“《我们北京见》以诗意的唱词与灵
动的旋律，传递了东道主北京以奥林匹克
之名同世界再度相会的喜悦与憧憬。”四川
外国语大学大四学生李希说：“从《北京欢

迎你》《北京祝福你》再到《我们北京见》，这
些歌曲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体育事业蓬勃
发展的态势，我感到十分自豪。”

记者采访发现，自《我们北京见》《一

起向未来》发布之后，重庆市群众文化艺
术馆以及各区县文化馆都第一时间利用
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平台向市民推
广这两首歌曲。

用歌声唱出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

重庆掀起《一起向未来》《我们北京见》传唱热潮

南川改革思路招招鲜 夕阳生活红彤彤
近年来，南川区民政局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民政工作的决
策部署，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以深化
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把
公办养老机构国企化改革作为新时
期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补齐养老事业发展短
板，为推进新发展阶段下南川民政工
作开好局、起好步。

化零为整
化解养老服务各种疑难杂症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这几天南川
区南城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也贴
上了喜庆的春联，室内窗明几净，让
人倍感温暖。

走进一看，活动室、理疗室、休息
室……一应俱全，老年人聚在一起除
了打太极、做健身操、下象棋外，每天
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陪他们一起聊
天、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说起现在
贴心的养老服务，老人们一个劲地
夸。

以前，南川和全国大多数区县
一样，采取各个乡镇分设敬老院的
方式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虽然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做
法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养老需要。

“不但财政投入大，还存在管理难、
保障难等弊端。”南川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说。

为解决这些问题，南川通过引进
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建设主体，按照基

础设施共建、服务质量共促、发展成
果共享原则，积极探索公办养老机构
在中心化布局，即在南川城区和乡镇
各布局1家区级国有养老机构。同
时，积极推动城区养老机构中心化提
升，大力开展乡镇养老机构中心化合
并，从而积极破解集中供养难的问
题。

“通过化零为整，化解了养老服
务的各种疑难杂症。”该负责人说，比
如水江等各片区养老院整合之前22
个乡镇的敬老院，将资金、人员、设备
设施等资源予以集中，解决了设备设
施陈旧、工作人员经费保障不足、养
老服务质量无法保障等问题。

与此同时，南川还通过投资主体
国企化，积极破解公办养老机构投入
保障难的问题。

如今，利用投资主体国企化方式，
成功新建三泉老年养护院（特困失能
集中照护中心）和东城、南城街道两个
市级示范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改造南
城、黎香湖片区老年养护院、南平社会
困难老人失能集中照护中心，进一步
提升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能力。

“十四五”期间，南川将全面推广
国企投资运营政府基本公共养老服
务模式，拟建成10个单个1000平方

米以上规模的社区养老日间照护中
心等，解决养老服务资金保障难的

“最初一公里”。

拥抱市场
释放潜力优化养老服务供给

除了化解公办养老机构资金投
入保障难问题外，公办养老机构由于
长期依靠财政资金维持运行，服务人
员基本为事业编制或临时聘用等，导
致富余资源长期闲置，运行机制相对
僵化，相对民营养老机构来讲，自身
活力的发挥和潜力的挖掘还有待提

升。
如何激发公办养老机构的活力，

释放更大潜力？
在改革中，南川探索出将全区公

办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进行市场化
改革。即城投集团在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的基础上，成立专业养老服务公
司，组建养老服务专业团队，承担区
级国有养老服务设施以及全区国有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服务管理职
责，统一实行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
运营。

“这样一来，在最大限度满足特

困需求、低收入困难老人享受到优质
的公共养老服务的前提下，多余床位
等养老资源还可在政府的监管下向
社会开放，在充分利用养老资源的同
时，更能激发公共养老机构优化养老
服务供给。”南川区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说。

如今，按照市场化运营模式，水
江敬老院、南城片区老年养护院、南
城街道龚家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东
城街道长亭居委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及3个养老服务站均已交由城投集团
组建的下属养老服务公司予以运营
管理，养老服务的水平、标准实现了
质的飞跃。

市场化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
南城片区老年养护院的服务满意率
由之前的40%不到提升到90%以上；
东城街道长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一
经建成投用，床位就供不应求。公办
养老机构正释放无穷的市场潜力，得
到广大老年人的认可。

权责分开
确保后续养老服务有保障

公办养老机构市场化运营管理
后，应该如何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关系，进而保障老人享有优质养老

的合法权益？
为此，南川在投资主体国企化、

富余资源市场化的基础上，探索行
政职能和市场职能予以剥离，实现
政府和企业职能的分离化。

南川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直以来，公办养老机构由政府职
能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履行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所有职
能，相对民营养老机构来讲，在基
础设施投入、人员队伍素质、服务
标准保障等方面存在创新不足、按
部就班等情况。

“只有坚持政企职能分离化，权
责分开后，才能确保后续养老服务有
保障。”该负责人说，比如，在由国有
企业投资或接受委托负责运营管理
的养老机构中，政府部门只负责规划
审批、方案审批、手续办理等行政服
务工作，概不参与具体的服务管理和
运营管理，让企业放手参与养老机构
市场化竞争。同时，通过构建政企监
督机制，确保公办养老机构在阳光下
健康运行。

通过改革，城投集团养老服务公
司通过丰富管护人员文娱活动、开设
特长老人工作室等方式，面向社会提
供托养护理、日间照料、上门照护等
服务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养护人员的
服务质量，让老人们过上了“有保障”

“有尊严”“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刘钦 董韬
图片由南川区民政局提供

乡镇养老条件焕然一新

1 月 27 日，在解放碑（左图）、重庆大
剧院（上图），冬奥主题曲《一起向未来》快
闪活动现场。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记者 王
君宝 吴书光）1月27日，参加第二十四届
冬季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
387人，其中运动员176人，教练员、领队、
科医人员等运动队工作人员164人，团部工
作人员47人。北京冬奥会是中国体育代表
团历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冬奥会。

176名运动员中，女运动员87人，男
运动员89人。共有藏族、维吾尔族、满族、
回族等9个少数民族运动员20人。代表
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5.2岁，年龄最大的37
岁，为男子冰球队员叶劲光；年龄最小的
17岁，为男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何金博及
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彭清玥。

131名运动员为首次参加冬奥会，徐
梦桃、贾宗洋、齐广璞、蔡雪桐、刘佳宇将第

四次参加奥运会，是代表团中参加奥运会
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教练员共78人，包括来自美国、加拿
大、俄罗斯、法国、日本等19个国家（地区）
的51名外教。

当2015年北京获得2022冬奥会举办
权时，中国在109个小项中约有三分之一
的项目从来没有开展过；在2018年平昌冬
奥会上，中国队的参赛项目约占项目数量
总数的一半。

本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完成了北京冬奥
会全部7个大项、15个分项的“全项目参
赛”任务，共获104个小项194个席位的参
赛资格（含4个需通过北京冬奥会其他小
项成绩再确认的“赛中赛”小项），占全部
109个小项的 95.4%。与平昌冬奥会相
比，参赛小项、运动员数量均大幅提升。

在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夺得的13枚
金牌中，有12枚出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和速度滑冰项目。在北京冬奥会上，这三
个项目的代表队有望“三箭齐发”，继续担
任中国军团争金夺牌的主力军。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月27日，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在刚刚出炉的北京冬
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中，重庆队运动
员王强成功入选，将代表中国参加越野滑
雪项目的比赛。

据了解，作为中国越野滑雪的领军人
物，王强出生于1993年，从2005年开始接
触越野滑雪。2012年，王强收获自己首个
全国冠军。2015-2016赛季，王强迎来大
爆发，参加国内越野滑雪比赛，包揽10枚
金牌，并在2016年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中
连夺3金。之后，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

上代表中国参加了越野滑雪男子双追逐等
5个项目的比赛。

进入北京冬奥周期，王强保持了良好
的竞技状态。2019年1月1日，在吉林省举
行的2019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
短距离自由式滑雪比赛中，王强力挫众多
强手获得冠军。2021年12月18日，在上
海举行的2021-2022中国银行·国际雪联
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站比赛中，王
强又获得男子1.5公里自由技术项目比赛冠
军，并顺利获得了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能够再度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
我感到相当荣幸。”名单公布后，王强接受
重庆日报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在此次北
京冬奥会上，“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让
更多人感受到越野滑雪的独特魅力，进而
推进这一项目在中国的普及。”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运动员176人，重庆队运动员王强将参加越野滑雪项目比赛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 李星婷）1月
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中电科技集团重庆
声光电有限公司（下称电科声光电）获悉，
该公司为冬奥会举办地之一的张家口提供
了十万台空气消毒机助力冬奥会抗疫。

目前，这些空气消毒机已全部运达张
家口，应用于与冬奥会相关的医院、机场、
海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地，为即将到来

的赛事贡献防疫力量。
据了解，电科声光电提供的消毒机以

水和空气为原料，利用创新方法产生负氧
离子、羟基自由基等自然超粒子，能对新冠

病毒等10种以上的病毒和细菌进行高效
消杀。特别是对物体表面的新冠病毒，较
短时间内杀灭率高达99.99%。

据悉，今年1月初，电科声光电还向陕

西省渭南市政府提供了1400台空气消毒
机，目前已在渭南多个政府部门应用。同
时，电科声光电还向重庆机场集团等单位
提供了共计75台空气消毒机。

十万台“重庆造”空气消毒机助力冬奥会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