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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冬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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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的制冰方案为什么是
冬奥会历史上最环保的？

(上接1版)

推进发展尚待补齐短板

“小厕所”蕴含“大民生”，折射
“大文明”。随着“厕所革命”的深入开
展，城乡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但记者
在走访中也发现，当前各地还存在着
厕所功能和群众如厕需求不匹配、城
乡差距明显、群众如厕素质有待提升
等制约“厕所革命”走深走实的短板。

“现在公厕不仅卫生环境好，很多
公厕还可以提供厕纸，但一些公厕的取
纸流程需要智能化操作，老年人由于不
会操作，使用起来有一定难度；另外，有
的公厕取纸不仅需要扫二维码关注公
众号，一次还只能取一格纸，要是遇上
拉肚子这种比较着急的情况，还真是很
不方便。”杭州市民李菊认为，公共厕所
是为了方便群众如厕，而服务细节的不
到位反而有损如厕体验。

“城市里公共厕所很多，但在农村
地区却很难见到。”重庆市民张力在周
末喜欢带着家人到附近乡村自驾游，

对于“厕所革命”的城乡差距，他直言：
“在农村地区，公厕数量仍然比较少，
有时候上个厕所得开车跑几公里到农
户家中借用，既尴尬又无奈。”

有村民在采访中表示：“旱厕变
水厕确实让家里环境变得干净卫生
了，但农民种菜，人畜粪便是最好的
肥料，改厕后，种菜施肥还得帮补肥
料钱。”

除了厕所功能、建设数量等“硬
件”上的短板外，群众如厕素质的“软
件”短板也明显存在。

“常态化进行地面保洁的基础
上，我们每隔两个小时还会进行一
次蹲位清扫，包括清理厕所内的垃
圾桶等。”成都市公厕保洁员刘和珍
告诉记者，部分市民在如厕时存在
乱扔厕纸、大小便未完全入便池等
情况。而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也
普遍存在。

配套到位方能持续发力

如今，“厕所革命”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作为“十四五”时期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的起点，

“厕所革命”该如何补齐短板并持续
发力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答案是，

“硬件”设施建设和“软件”配置提升
缺一不可。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农村“厕所革命”既是美丽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
旅游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想要“硬
件”跟上，还得“软件”配套，只有帮助
村民算好成本和收益账，才能促使农
村地区主动下大力气把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搞好。

“以市场化模式建立建后管护
体系，做好粪污处理利用，将粪污
处理利用与化肥农药减量、乡村产
业发展相结合，把回收粪污转化为
有机肥料用于农业生产，这样既解
决了二次污染问题，又减少了化肥
农药用量，变废为宝。”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潜山县黄埔镇黄埔村书记
王绍南表示，在农村地区推进“厕
所革命”需要的不仅仅是改厕，更

要重视改厕后化粪池等配套设施
的有效利用，不要让改厕后的粪污
处理及费用等问题在无形中加重
百姓的生活负担。只有百姓从心里
真正认可改厕的益处，才能有效实
现“厕所革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的初衷。

在负责具体落实“厕所革命”的
基层工作者眼中，这项工作“三分靠
建、七分靠管”。“修建一座达标厕所
不难，难的是保持厕所常态干净整
洁。”成都市武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环境卫生监督科负责人何佳琰表示，
要想做好“管”，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细
化管理标准、进一步落细服务措施，
更需要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公共卫生
意识，让“厕所革命”在“软硬件”上配
套达标。

“厕所革命”并非一日之功，补齐
短板、实现“软硬件”的配套提升，还
需多方共同发力，抓实抓细抓好、用
心用情用力。只要做到久久为功、善
作善成，群众生活必将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更幸福！

(上接1版)
2019年 3月，在高海拔铁路运行

试验中，王江主持攻关的高原大功率
重型轨道车运行稳定，各项数据指标
均达到标准，填补了高海拔大功率轨
道车的空白。

创新永无止境。去年以来，王江带
领团队先后研发出混合动力隧道检修
作业车、隧道吸污车等5项新产品，为

“金鹰”腾飞插上了科技之翼。

冲锋在前
用坚守担当诠释初心

在全路海拔最高的公安派出所连
续坚守十余载，是什么感受？青藏铁路
公安局格尔木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政
委郑天海深有体会。

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空手徒
步行走就相当于背负20公斤重物，艰
难前行的每一步对身体都是一种考
验。可每当遇有翻山、涉沟、爬涵洞等
艰巨任务时，郑天海总是冲在最前面。
当地许多牧民遇到困难时，会第一时
间想到他。

关键时挺身而出，抗疫时逆行
而上。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辆段动车组
指导司机冯剑坚向党组织递交按有红
手印的“请战书”，第一个报名奔赴抗
疫一线。在他的带领下，全段共有136
名动车组司机踊跃报名。

一位诗人这样赞许他：“最美高铁
司机，奔驰在辽阔的荆楚大地，祖国的
山河处处可爱，岂能任冠状病毒肆虐
横行；最美高铁司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献爱心，精心操作安全正点，一路
春风迎接黎明……”

赓续奋斗
让优良传统薪火相传

在大连站“吕玉霜服务台”前，大
家总能看到一个忙碌而又不知疲倦
的身影，她就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
刘晓云。

2003 年 8 月，时年 31 岁的刘晓
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大连站，加
入全国劳模“吕玉霜服务台”团队。
2006 年，吕玉霜退休后，刘晓云接
过“接力棒”，与 6 名徒弟组成了服
务团队，始终奋战在服务广大旅客
的第一线。

从一名铁路车辆门外汉成为内行
眼中的技术“大拿”，中国铁路昆明局
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北车辆段检车员陈
向华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了自己的梦
想。与此同时，他也当起了育人育才的

“辛勤园丁”。
2014年，以陈向华名字命名的技

能大师工作室应运而生，针对队伍结
构和人员的特点、专长，他认真为每名
成员量身制作“成长套餐”。工作室采
取专家授课、头脑风暴、集中研讨等方
式完成课题攻关，不仅充分发挥了团
队优势，也激发和释放了成员们的个
人潜能。多名年轻有为的职工获得云
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路新长征突击
手等荣誉。

（新华社樊曦）

让“厕所革命”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经过一系列测试活动、测试赛，北
京2022年冬奥会冰上场馆的优质冰
面受到国内外各项目选手们的好评。
此外，北京冬奥会的7座冰上场馆的
冰面，还具有环保、环境可持续性的特
点，制冰方案从设计到执行，“绿色办
奥”的理念贯穿始终。

据了解，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新
建、改建了7座冰上场馆、共9块冰面，
均使用了环保型制冷系统和制冷剂，
其中5块冰面使用了二氧化碳（R744）
跨临界直接制冷系统，4块冰面使用了
R449A制冷剂。

在冰上场馆制冰方案的设计之
初，原计划采用R507制冷剂，该制冷
剂在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使用，符合
《蒙特利尔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的要
求，但其GWP值（全球变暖潜能值）为
3985，相对较高。

为使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更具有环

保、可持续性，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专
家的支持下，北京冬奥会积极研究制
冷剂的国际发展趋势和当前实用技
术，与国内外制冷行业知名专家多次
会商讨论，确认了两种制冷系统可以
选择：

一是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制冷系
统，适合常年制冰的场馆，如国家速滑
馆等；

二是传统制冷系统，适合不需要
常年制冰的场馆，如水立方、国家体育
馆等。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天然工质研
究领域知名专家张信荣认为：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接制冷系统具有安全性
高、能耗和运行成本低、环境友好等优
点，且全部热量可回收利用，是冰上场
馆能源系统中最有前景的工质之一，
可使场馆能源系统冷热一体化高效运
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国家速滑馆制冰技术方案有十多

位院士、国内行业协会顶尖专家、建
设代表进行反复论证，在与北京冬奥
组委、国际奥委会制冰专家的讨论
中，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被
提出。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专家曾说，
国家速滑馆使用国际惯用的环保制
冰技术就能达到冬奥比赛标准。但经
过 18 个月摸索，中方团队把历届冬
奥会速滑馆制冷系统资料翻了个遍，
对世界所有制冷剂优劣特点逐一分
析，最终拿出了更先进的制冰技术。”
参与国家速滑馆建设的工程师宋家
峰说。

在创新的背后，环保考量是最重
要的因素。据宋家峰介绍，北京冬奥会
之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未在大型冰
上场馆中使用过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

制冷系统。二氧化碳制冷剂ODP（破坏
臭氧层潜能值）为0，GWP（全球变暖
潜能值）仅为1，使用相同数量的传统
制冷剂的碳排放量，是二氧化碳制冷
剂的3985倍。二氧化碳制冷产生的余
热回收后，可以提供70摄氏度热水用
于生活热水和除湿再生等用途。相比
传统制冷方式，国家速滑馆采用二氧
化碳制冰能效提升30%、一年可节省
约200万度电。

在传统制冷剂选择方面，当前国
际相关组织，如美国空调制冷学会
（AHRI），确定了现阶段全球范围内普
遍使用的R507所对应的替代制冷剂
可为 R449A ，R449A 的 GWP 值为
1282，较R507降低了68%。

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
和五棵松体育中心均为2008年夏季
奥运会的主场馆，并将在北京冬奥会
承办冰壶和冰球比赛。为响应“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的理念，三场馆在
对设备供应商、设计工程师和服务提
供商进行调研后，选择了 R449A 制
冷剂。

制冷行业内专家说：“采用R449A
制冷剂，是在不影响系统性能和经济
可持续性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向
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例证。”

国际奥委会一直十分支持北京
冬奥会场馆建设的环保选择，相关官
员表示，北京冬奥会冰上场馆采用了
节能型制冷系统、环保型制冷剂，积
极推动了国际奥委会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其中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的使
用，率先为世界做出了环保和可持续
的示范，R449A制冷剂的选择，将使
得北京冬奥会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冰
上场馆制冷剂GWP值最低的一届冬
奥会。

（新华社赵建通）

放眼望去，东李村到处是红色。村
路两旁的店铺售卖各式各样的春联、福
字、年画、红纸，有的老板图喜庆，一进腊
月就换上了红袄。各地来的批发商熟练
地询价、验货，小货车一趟趟出入村口。

山东省高密市夏庄镇东李村有数
百年制作春联的历史。“春秋产、冬天
卖，好日子围着红纸转。”今年64岁的
村民李兆成说。

李兆成有30年手工制作红纸的经
验，制成的红纸不仅颜色正，还可以分
为哑光红和亮光红，在日晒下不易褪
色。李兆成一天能做1500张红纸，但总
是赶不上卖的速度。“很多人觉得自己
买红纸、写春联过年有仪式感。”李兆成
说，“忙的时候，我连梦里都在做红纸。”

东李村约有200户人家，从事春
联相关生意的过半，因此东李村的年
味也比别的地方来得更早、更浓。“虎
年的原创生肖图案我们去年4月就设
计好了，每年都是这样，过了年就开始
构思下一年卖什么。”春联生产商王刚
说。王刚今年33岁，大学毕业后回乡
建厂，12条流水线日产6万副春联。

机械化生产不仅降低了成本，还让
春联有了更多样式，印刷体、书法体或
卡通字体，大红纸、植绒布或贴纸，客户
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带有平安、健康等寓意的
春联更受消费者欢迎，而‘家和万事兴’
则是年年畅销的主题。”王刚说。

这两年，王刚把春联卖到了网上，
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可以根据客户提
供的文案印制春联。“不少年轻人把流
行语、谐音梗写到春联里，比如上联是
‘脱单不脱发’，下联是‘发财不发
福’。”2021年，王刚经营的工厂用纸
1000吨，销售额超2000万元，带动50
多名村民就业。

今年56岁的赵瑞贞就是其中一
员。由于身体不便，赵瑞贞无法外出务
工，几年前她开始在家门口打工做杂
活，一天收入七八十元。“干这个不累
人，心情也好。”她说。

在东李村的带动下，镇上的10多
个村也发展起了春联产业。目前，全镇
从业人员超4000人，年产春联等产品
近8000吨，产值近亿元，产品销往全
国多地。

“好日子，贴对子”成了当地人的
生活写照。乡镇主街道上，百余家店铺
门前都贴着对联，窗帘店贴的是“物美
价优合我心，精挑细选随君意”；饭店
贴的是“选料天然人满意，用材地道客
回头”；汽配店则是“车通路畅拓鹏程，
艺博技高赢骏誉”……

夏庄镇文化站工作人员李然说：
“‘红产业’带来了‘红票子’，让大伙都
过上了红日子！现在镇上还有一批人自
发研究起了年俗文化，乐呵着呢。”

（新华社张力元）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记者1月
14日从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了解
到，为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促进
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肖家河街道
立足“投、收、运、处”四个环节，率先
成立全市首个垃圾分类处置中心，并

建成了肖家河垃圾分类科普教育体
验馆。

据了解，肖家河垃圾分类科普
教育体验馆不仅运用现代媒体技
术，实现参观与互动融合，将垃圾分
类过程、垃圾处理工程形象逼真、丰

富有趣地展示出来，还设置有垃圾
分类投球竞技、接垃圾捡垃圾游戏、
垃圾分类知识大比拼、垃圾变废为
宝交互游戏等多个互动科普体验项
目，居民可亲身体验学习垃圾分类
知识。

下一步，肖家河街道将进一步加
大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力度，设立生活
垃圾分类公众开放日，与辖区中小学
校合作，建立“家、校、社区联动”生活
垃圾分类教育机制，让垃圾分类深入
人心，成为新风尚。

新华社南宁1月16
日电（记者 徐海涛）记者
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载着巴
基斯坦白砂糖、海南椰
奶 等 上 千 吨 年 货 的
X9578次列车1月15日
从广西钦州港东站驶
出，货物抵达云南昆明
后将进入当地市场。此
次班列开行标志着广西
正式发出今年首趟西部
陆海新通道年货班列。

据了解，今年以来，
钦州港东站已开行了
110余列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车站
装车时间大幅压缩，整
列装车最快只需约 1.5
小时。为做好此次年货
班列的发运工作，广西
铁路部门加强与海关、
联运企业的合作，进一
步加快企业报关报检进
度，优化车流组织，保障
班列快速运达。

据铁路部门介绍，春
节渐近，铁路部门将加
强运力保障，方便更多
来自东盟、欧洲等地的特色商品通过
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入中国，给我国消
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1月14日，贵州省黔西市观音洞镇沙井小学在学期的最后一天开展了“做花灯迎新年 开启寒假生活”主题活动，让学生们在体验花灯制作的过程中，充分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学生在展示自己制作的花灯。 周训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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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肖家河街道建成垃圾分类科普教育体验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