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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焕然一新；带头控辍保学，协调“金秋

助学”，没有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驻村期间，赵煜民还担任了壤塘县交

通运输局副局长。他主动请缨，组织实施

14个交通定点扶贫项目，创新了“打捆招

标+跟踪审计+三级质保+群众监督”建设

模式，破解了施工期短、灾害频发、材料

短缺、技术薄弱等难题，顺利完成所有项

目的主体工程。他还积极推动“四好农村

路”建设，在壤塘县构建养护管理体系，

实施“路长制”，发展农村客运，实现了

100%乡镇和100%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

车，推动壤塘县成功创建四川省“四好

农村路”示范县。建在海拔4000米高原的

上南路是壤塘县“四好农村路”示范路，

它不仅改变了牧民们过去牛背马驮的转场

方式，助推了特色产业发展，更成为游客

“网红打卡地”，登上了《人民日报》，

被称为“上南天路”。

在赵煜民挂职期满，将要离开壤塘的

那一天，正是秋雨绵绵。吾依村的乡亲们

听到消息，下山冒雨相送。村民有的送来

了自己晾晒的牛肉干，有的献上了祈福的

哈达。赵煜民感谢乡亲们的厚爱，不过他

认为，这份荣誉应属于所有扎根雪域高原

默默奉献的扶贫战友们，壤塘县各族干部

群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带走贫苦、留

下富裕，深深地教育了他。能够作为300

多万名驻村干部之一，投身脱贫攻坚这项

伟大的事业，是人生之大幸。  （宗 慧）

一颗清华心，两段奥运情
——专访北京冬奥组委刘玉民校友

结缘清华建筑，投身规划建设

每个人儿时的经历或多或少会对他们

的人生道路产生影响，刘玉民也不例外。

“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谈及选择

建筑专业时他这么说道。

刘玉民的祖籍是河北曲阳，那是中国

著名的雕刻之乡，其中曲阳石雕入选了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

七八岁就离开家乡，但家里老人设计的石

雕、木雕等图样造型，还是给他留下了深

刘玉民，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1990年进入原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工作。
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时期曾参加场馆
选址规划工作，现任北京 2022年冬奥组
委规划建设部部长。

刘玉民校友

刻的印象，也让刘玉民从小就喜欢上画

画，并且坚持下来，哪怕在中学紧张的学

习生活中也没有放下。考大学的时候，刘

玉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建筑学作为自己的

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幸运的，

我觉得建筑专业和我的性格以及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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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发展都比较契合。”

进入清华，刘玉民不仅踏实完成学

业，还担任过班级团支部书记和院系学

生会生活委员等职务。良辰易逝，转眼五

年，同窗就各奔东西。在20世纪90年代，

整个国家都处于快速建设期，建筑行业也

蓬勃发展，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选

择去设计单位就业。

“当时我也犹豫是不是去设计单位工

作。”刘玉民谈及职业选择时回忆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系党委书记左川老

师的一番教诲。”左老师曾说过，管理岗

位也需要有人去干，如果这种岗位上没有

专业的人，尽管建筑师有了好作品，也不

一定能够实现。“我想我当时做过学生干

部，也有一些优势。”就这样，刘玉民决

定到首都规划委员会工作。

回顾多年在管理岗位上的工作经历，

刘玉民认为，虽然管理工作可能确实不如

一些专业工作那么深入扎实，在个人成就

上也不像设计师们能够主持建造一些工

程，因此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遗憾。但是从

另一个角度来说，公共管理对社会有着非

常大的影响。刘玉民认为，如果想为社会

做出更多的贡献，在管理岗位上凭借积累

的专业知识和培养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

“人生的轨迹不是完全线性的，可能

随时都会有角色身份的转换，关键是看你

如何看待社会贡献这个问题，怎么去定位

自己的价值。”

两次参与奥运，巧连工作链条

刘玉民和奥运有着美妙的缘分。早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他就参加了奥运

申办的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处于跟其他

国家竞争筹办权的阶段，那时研究工作偏

重的不是场馆建设，而是场馆前期的规划

选址，这就要求深入思考奥运会和城市的

关系——我们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奥运

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些都是影响长远

的问题。”

“如果选址工作做不好，或者场馆的

建设设想不被国际奥委会接受，那么我们

就可能无法在方案规划的位置建设场馆，

甚至最终导致与举办权失之交臂。”规划

部门为了成功申办08年奥运会，组建了工

作专班，集合了规划院、体育局等单位，

从城市整体角度出发，也结合奥运场馆自

身的建设需求，战略性地考虑选址规划方

案。刘玉民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参加了选

址研究和场馆规划工作。“奥运工作和项

目管理、行政审批等工作是不一样的，这不

只是研究一个具体工程。”刘玉民总结道。

申奥成功后，刘玉民回到了规划委，

没有加入当时的北京奥组委参与筹办工

作。而这次冬奥则截然不同，他承担起了

筹办工作的规划建设部分，更多关注的是

场馆。“应该建成什么样，如何能更好地

使用场馆以保证冬奥会的顺利进行。”刘

玉民说。

“阶段不一样，角色也不一样，但正

好把两段经历合起来，就把奥运场馆从前

期选址到后期建成运行的链条打通了。”

刘玉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运、很奇特的经

历。距离这个链条的终点还有不到一年的

时间，竞赛场馆的主要建设工作基本告一

段落。规划建设部的工作重点转向场馆测

试，找问题、寻需求，对场馆进行改造、

优化。

“我还要继续精益求精、科学研判，

让自己这段经历圆圆满满！”这是刘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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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发扬清华精神，服务冬奥筹办

“虽然我们有一定的奥运规划工作经

历，但筹办冬奥会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和

挑战。”这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举办过大

型冬季赛事，也缺乏符合奥运标准的冬季

项目场馆，国内也鲜有人具备相关专业知

识，缺乏冬奥场馆规划设计的人才储备。

同时，许多冬奥场馆，尤其是雪上场馆的

建设，都要结合所在地的地形条件，既要

与当地环境有机融合，又要符合冬奥赛事

的相关规则，这就非常依赖专业人士的工

作经验。

“甚至有的冬奥比赛项目，当时中国

连这方面的运动员都没有，一度不知道有

了问题该去请教谁。”但在刘玉民眼中，

作为一名冬奥建设者，更是一名清华人，

就应该克服困难、不惧挑战。

他和同事们一起，通过多方联系，请

国际组织的专家融入到设计和建设团队

中，一起探索场馆建设方案。比如高山滑

雪、雪车雪橇等体育组织的专家，在密集时

两三个月就会到一次现场进行评价与指导。

“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感到

害怕，而要沉下心来研究如何应对挑战，

通过不断地研究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积累、提升自己，我想这就是清华校训中

‘自强不息’的含义之一吧。”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刘玉民和

同事们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与身在国外的

专家沟通，进行电子图纸的审核。不仅开会

商议，更在现场边施工边视频连线，利用多

种媒体技术手段保障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从现在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去年10月份，在严格的防疫要求下，冬奥

组委组织了一次对雪车雪橇、高山滑雪

以及张家口跳台和冬季两项等雪上项目的考

察，国际专家对场地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际雪车联合会主席一开始对我们

非常担心，因为整个世界上只有十几条赛

道，就连国际上的经验也不多。但10月份

他看完非常惊讶，开玩笑说‘你们一周后

就可以举办冬奥会了’，这说明我们的工

作非常成功。”刘玉民自豪地说，“更令

人欢欣鼓舞的是，习总书记1月份视察时

对我们的场馆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

实这也是对我们清华校友的肯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

承担了张家口和北京赛区的许多重要工

作：从张家口赛区的整体规划，到国家冬

季两项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首钢滑

雪大跳台中心等场馆设计，再到辅助设

施、景观照明以及制定技术策略和标准，

处处体现了清华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和精湛

的专业技能，更体现了清华与国家紧密结

合、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包括母校派

出的赛时实习生，也在为冬奥贡献自己的

力量。”本届冬奥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和环境学院共派出14名赛时实习生在规划

建设部进行全职实习。刘玉民认为，通过

冬奥会北京赛区的“水晶鞋”：首钢滑雪

大跳台



清芬挺秀

2021年（春） 69

“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同

时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内……千真万确，北

京的自然就美，城内点缀着湖泊公园，城

外环绕着清澈的玉泉河，远处有紫色的西

吴晨：十余年一直为复兴北京的美好而努力
○孙乐琪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全体

会议上，吴晨代表建议推进北京城市复兴计划

山耸立于云端……”生于福建的林语堂，

曾在北京生活过。北京的美，令他惊艳。

在《京华烟云》中，他借大家闺秀姚木兰

之口，诉说着北京的美好。

而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吴晨（2000

级博，建筑），对林语堂的这段描述印象

很深，“北京真的很美好。”吴晨感叹

着，这里的过去，留下了深厚而绚烂的积

淀；这里的未来，也孕育着无限的机遇和可

能。最近十余年，这位曾获得过业界殊荣的

建筑师，一直在为复兴北京的美好努力着。

水系苏醒

“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

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70年前，一

清华大学的培养，实习同学们都具有优

秀品质，能够承担起相应工作。他相信，

新一代清华人只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积

累、不断挑战自己，未来是非常美好的。

“祝福大家都能有远大的前程，也希望更多

的清华人能参与到冬奥以及冰雪运动当中！”

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

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调

研时，刘玉民校友在现场向总书记汇报了

高山滑雪中心雪道建设情况。“听取介绍

后，总书记还向我询问了雪道建设坡度等

情况，我强烈地感受到总书记对冬奥会筹

办的高度关注。2017年，总书记曾先后两

次考察冬奥会筹办情况，2019年总书记到

北京冬奥组委考察，这次又考察了北京冬

奥会的三大赛区，深刻体现出总书记对冬

奥会筹办工作的高度重视。”刘玉民说，

“场馆建设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困难，特别

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现在可以自豪地

说，我们圆满完成了场馆建设任务。总书

记在考察过程中对场馆建设情况表示满

意，他还提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速滑馆等充

满中国文化元素的场馆。下一步，我们将

按照总书记在筹办工作汇报会上的指示要

求，加强对疫情的研判，完善场馆和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赛前临时设施的建设，坚

决实现如期办赛、精彩办赛的目标。”

（转自微信公众号“清华研读间”，

2021年2月24日，作者张乐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