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剩200余天， 赛事虽未鸣

枪，其红利早已外溢。6月23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以下简

称“报告”），披露了自2015年8月至2019年底的众多遗

产成果。从这份13个章节、数万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申冬奥成功的五年来， 多方面筹办成果正在转化形成

现实遗产，不仅让民众和主办城市提前受益，更在推动

中国冰雪运动普及发展、持续提升京张地区生态环境、

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等方面形成了强动力。

6月23日，正值国际奥林匹克日，北京冬奥组

委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国家速滑馆共同举

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首

发仪式，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游泳中心、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国家速滑馆5个北京

冬奥会竞赛场馆的邮票和小型张邮票正式亮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邮政业务部总经理王志

奇表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

票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第5套北京冬奥题材纪念邮票，

记载北京冬奥会关键进程，传承奥林匹克运动精神。

据悉，《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

念邮票一套4枚，小型张1枚。全套邮票面值为10.80

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750万套，小型张计划发

行数量为630万枚。该套邮票内容包括首钢滑雪大

跳台、国家游泳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小型张为国家速滑馆。邮票采用4枚邮

票连票设计形式，以富有变化的曲线进行贯穿，小

型张邮票则根据场馆的结构特点，采用椭圆形票幅

进行展现，并在边饰中点缀雪花图形。

《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

在工艺技术方面多有亮点，邮票的红黄油墨在紫外

线灯下观察会发出鲜艳明亮的荧光，邮票中的“雪

花”元素采用珠光油墨表现，日光下能欣赏到雪花

晶莹剔透的闪光效果。邮票边饰上“BEIJING

2022”文字采用纸面雕刻工艺，沿袭冬奥邮票系

列，具有防伪性能，同时增添了新奇的艺术效果。

配合邮票发行，中国邮政还推出了首日封、明

信片、邮折、邮册等多款集邮产品。其中，竞赛场馆

雕刻版明信片凸显极限概念，采用了与生肖邮票同

机、同工艺、同技法的卷筒胶雕印刷工艺，充分展现

了竞赛场馆的建筑形象和结构之美；《印记之光》邮

折通过绵延起伏的山峦造型巧妙地展现了北京冬

奥会全部12个竞赛场馆；《筑梦冬奥》邮票珍藏册

集齐了此套邮票的版式一、版式二、小型张、首日封

和小型张首日封，也值得关注。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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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初，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场，较2015年增幅达317%；

已有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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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遗产报告出炉 冰雪红利提前释放

北京24.5万高校毕业生今年这样“稳就业”

北京商报2021.6.24

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

众所周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之后第一

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

奥运会。自筹办伊始，北京冬奥组委就高度

重视遗产工作，制定实施了北京冬奥会遗

产战略计划，注重从体育、经济、社会、文化、

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7个方面、35个

领域规划、创造和运用冬奥遗产。几年来，

冬奥遗产红利持续释放，其中，破解冰雪运

动区域发展不均衡可算是一大亮点。

以往我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主要

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等部分区域，业

内甚至有“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的说法。

如今在深圳能滑雪，在三亚可以滑冰，可

见借冬奥之势，我国冰雪产业格局正发生

着巨变。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将成为

北京冬奥会为我国冰雪运动留下的最重

要遗产，而以此为指引，我国冰雪运动正

实施‘南展西扩东进’的全国布局战略，”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

心主任倪会忠表示，“目前该运动及相关产

业在全国范围内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

力和潜能。”

据介绍，截至今年初，全国已有654块

标准冰场，较2015年增幅达317%；已有803

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达

41%。可统计的参与冰雪运动人数大幅度增

长，以2020-2021雪季为例，在确保疫情防

控安全的前提下，全国31个省区市共184个

地级市开展了超过1200场次群众性冰雪赛

事活动，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的人数规模

近亿人次。

倪会忠还指出，作为冰雪运动传统地

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等地分

别结合竞技冰雪优势、自然资源禀赋、民俗

文化特色等，创办了一系列群众性冰雪赛

事活动和冬季旅游节庆品牌，推动冰雪运

动和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南方

各省区市则转变资源认知理念，借助经济

发达、科技进步的优势，因地制宜、各有侧

重地开展群众冰雪运动，宜冰则冰、宜雪则

雪。上海、浙江、湖北、广东、重庆等省市积极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创新探索南方地区冰

雪运动发展模式。

冰雪经济方兴未艾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在北京冬

奥会申办成功后，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也

推动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驶入发展快车

道。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运行中心常务副

主任李莉透露，受冬奥会各项利好带动，张

家口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旅游服务等方面

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截至2019年底，崇礼

区每5人中就有1人从事冰雪相关工作，如

滑雪教练、酒店从事服务的工作人员、开农

家旅馆等，直接或间接从事冰雪产业和旅

游服务人员达3万多人。

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促进

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力争到2022

年，冰雪产业总规模超过8000亿元。业内普

遍认为，在国家政策的有力引导下，我国冰

雪“冷资源”正在变成“热经济”，已逐步建立

以健身休闲为主，竞赛表演、场馆服务、运

动培训、装备制造和冰雪旅游等业态协同

发展的产业体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北京冬奥会的

日益临近，冰雪运动正成为人们新的时尚

生活方式，我国冰雪产业的发展前景更加

广阔。对此，倪会忠也强调，“我们将大力推

动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促进‘冰雪＋’和‘＋

冰雪’，提速冰雪产业与健康、教育、文化、旅

游、传媒等行业融合发展，实现冰雪项目与

夏季项目的跨界合作，延长冰雪产业链

条”。他还指出，下一步，我国要发展一批具

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较强

的冰雪企业，集中建立一批产业规模较大、

集聚效应明显的冰雪产业示范基地；优化

冰雪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对

接、资源整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与冰雪运动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拓展和

规范发展冰雪竞赛表演市场，促进办赛主

体多元化，推进赛事运营市场化，加强赛事

活动安全监管等。

后冬奥市场可期

在后冬奥时期，如何让奥运场馆持续

发挥作用也是备受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而结合遗产报告的发布，北京冬奥组委专

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也给出了答复，

“所有新建冬奥场馆，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充

分考虑了赛后利用方式，并制定了场馆赛

后利用计划”。

韩子荣举例说，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将承担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

赛，赛后将进行四季运营。该中心在雪季将

继续举办高山滑雪赛事，为专业滑雪队提

供训练场地，并向滑雪技能高级别大众爱

好者开放等。非雪季时期则作为山地观光

和户外运动场所，可以进行山地探险活动，

包括山地越野跑、自行车、滑索、攀岩等多

种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赛后将进行跳台滑雪项目的比赛、训练、展

示、培训和体验，同时，举办雪上足球、户外

冰球等冰雪娱乐项目；其他季节将设立跳

台冒险乐园，并举办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

文娱活动，并将四季开展会议、餐饮、观光

等项目。

对一些新建的非竞赛场馆，北京冬奥

组委也进行了提前谋划，如北京冬奥村赛

后将转变为人才公寓，面向首都高级人才

提供住房保障；延庆冬奥村赛后将转变为

酒店，满足高品质度假需求；张家口冬奥

村赛后将主要作为酒店式公寓及康养中

心运营。

“随着‘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

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得以落实，加之多项

国际冰雪赛事已落户国内，京张两地冰雪

装备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冰雪旅游和

冰雪消费渐成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冰雪运

动的热度也会持续升温。”参与遗产报告撰

写工作的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白宇飞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他进一步分析，创

造丰厚的冬奥遗产，为广大民众、主办城市

和国家带来长期收益，是北京冬奥会筹办

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遗产工作的核心。从

前期来看，冬奥遗产规划和创造工作已经

做得较为扎实，未来的重心将是遗产的管

理和运用，且后两者不应随着北京冬奥会

的举办而结束，而是要持续推进。

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
纪念邮票亮相

重点保障

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首次超过

900万，达909万。其中，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

24.5万人。为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北京在全

国率先提出取消本市用人单位录用高校毕

业生的入职重复体检，进一步简化就业报到

手续。

同时，完善了人社和教育线上招聘平台。

目前，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219场，累计提供

就业岗位130余万个，促进了人岗匹配、市场

化社会化就业。

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

等也是北京鼓励的方向。今年，北京持续做好

乡村特岗教师、乡村振兴协理员、科研助理等

岗位招聘，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明显增多。例

如，今年计划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508人，报

考人数达2357人，同比增长83.5%。

除了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残疾人和就业困难人员等也是保障就业的

重点群体。贺锐介绍，通过支持企业吸纳、

增加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公益性岗位托

底安置等举措，1-5月，北京已帮扶6.8万

人实现就业。

在鼓励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方面，1-5

月，已有1.6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完成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3万人转移

就业指标的55%。

创业带动

创业创新是激发城市活力的主要途径，

在带动就业方面也卓有成效。如何进一步鼓

励创业？贺锐表示：“要集聚首都创业创新资

源优势，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强化

创业扶持政策，扩大创业担保贷款人群覆盖

范围；打破户籍限制，实现在京创业人员同城

同待遇。”

据统计，截至一季度末，北京市17家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在保担保规模达到925.3亿

元，同比增长9%；一季度新增担保规模166.8

亿元，同比增长6.9%。

今年开始，北京加大了创业服务力度，实

施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划。通过提供资

金、政策、人才等服务，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

业质量。同时，形成创业培训、融资支持、孵化

基地、成果转化等全链条创业服务。

目前，北京建设了500余家众创空间和孵

化器，有力支撑了国际科创中心和“两区”建

设。打造“创业北京”品牌，开展创业创新大

赛。特设乡村振兴专项赛，引领涉农创业项目

创新发展。今年将实现新增创业单位4万家，

创业带动就业岗位20万个。

以训兴业

除了创新创业，对于更多劳动者来说，

重培训、强技能也是高质量就业的实现方

式之一。贺锐表示：“要完善面向全体劳动

者、全职业生涯、全过程衔接的终身职业培

训制度；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支撑首都高质量发展和劳动者高质

量就业。”

目前，全市技能人才363.9万人，其中高技

能人才112.3万人。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化解

结构性就业矛盾，北京市聚焦科技创新、城市

运行保障和生活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

企业以训兴业，开展岗前适应性培训、岗位技

能提升培训、转岗转业培训、以工代训。

6月17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

《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这是自2020年

以来援企稳岗培训补贴、一次性培训补贴、以

工代训补贴政策实施后，北京再次出台的新

的培训补贴政策，即以训兴业培训补贴政策。

“本次政策拓展范围和标准，由本市参保

企业扩大到个体工商户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建立分类补贴新标准，由去年40课时1000元

的标准调整到按线下线上不同类型、课时不

同数量等分类补贴。”北京市人社局职业能力

建设处处长王小兵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同时，“北京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管理平

台”也得到了优化升级，建立了市场化运营新

机制，汇聚政府、平台、企业、职工四方合力，

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灵活多样的培

训新模式实现线上线下课时衔接、直播点播

课程互动、知识技能跨界学习，丰富通用性、

专业化课程体系。

在培训课程里，包含人工智能、大数据、

5G技术等新职业培训内容，还增设了互联网

营销、网约配送、媒体运营等新业态培训课

程。今年以来，全市共培训82万余人次，惠及

企业2万余家。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6月23日， 北京市2021年就业创

业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 北京市就业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北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贺锐介

绍，本市就业局势平稳，呈现出“人企

岗”全面增长的良好态势。1-5月，就业

参保人数稳步增加，5月底达到1089.4

万人，同比增加25.8万人，就业主体和

新增就业岗位也稳步增加。近期，北京

市出台多项政策，通过鼓励灵活就业、

以训兴业、创业带动等保障群众就业。

■ 今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约24.5万人

■ 北京率先提出取消本市用人单位录用高校毕业生的入职重复

体检，进一步简化就业报到手续

■ 完善人社和教育线上招聘平台，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219场，

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30余万个

■ 持续做好乡村特岗教师、 乡村振兴协理员、

科研助理等岗位招聘

■ 今年计划招聘乡村振兴协理员508人，报

考人数达2357人，同比增长83.5%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情况

相关新闻■《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重点呈现内容

促进中国冰雪运动普及发展、超前谋划场馆赛后利用、持续提升京张
地区生态环境、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主办城市转型发展、引领社会文
明进步等。

■ 我国冰场、雪场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