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年前，当北京赢得 2022年冬奥会

举办权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评价：冬
奥会交给了放心的人。 今天，是 2022北

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 尽管遭遇疫情

的严峻考验， 北京冬奥的筹备工

作迈着坚实的步伐， 印证了巴
赫的判断， 也昭示着中国距离

兑现冰雪强国
的梦想， 愈来

愈近。

去年底，12?竞赛场馆全部建设完

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发
布、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还搭乘

嫦娥五号完成了历史性的月球之旅。 同
时，冬奥会奖牌和火炬设计工作完成，志

愿者招募和市场开发有序进行。

位于北京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场地通过预认证时，不仅在场馆设计、绿

色节能方面，也在组织工作上得到专家的
高度赞誉。很多人相信，到明年这个时候，

北京将举办一届充满激情的高水平体育
盛会，也为疫情考验中的奥林匹克运动重

树自信，凝聚人心。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从申办到筹办， 北京冬奥会都是在党中
央、 国务院的热切关注和大力推动下坚

实前行的。借北京冬奥会的契机，中国大
力推动冬季项目发展，普及冰雪运动，从

过去不进山海关，到如今跨越南北、贯穿

四季，每年参与冰雪旅游人数不断上升，

冰雪运动成为中国人的体育娱乐新时

尚。 “3?人上冰雪”的宏伟愿景正逐渐
变为现实。

冰雪强国的梦想， 也与中国梦紧密
相连。中国已成功举办北京夏季奥运会，

实现全国人民的百年奥运梦，明年，中国

又将举办北京冬奥会，现在，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 展开时间的长轴，2022年恰

是一个重要节点。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兑现中国梦，需要的不正是“人

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吗？

我们期待，一年后当 2022北京冬奥
会拉开序幕， 全世界将欣赏到新时代中
国冰与雪的交响乐曲， 也见证

中国梦与奥运梦的美好交汇。

中国梦与奥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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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成功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会徽“冬
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发布

●平昌冬奥会闭幕，“北京八分
钟”在闭幕式上上演，标志着冬奥会
进入“北京周期”

● 国际奥委会宣布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新增 7个比赛小项，共将产
生 109 枚金牌

●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发布

● 北京冬奥组委启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志愿
者全球招募

●北京冬奥会重点配套工程京
张高铁开通运营 （2020 年 12 月 1
日 京张高铁延庆线开通运行）

    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的李凌

姝副教授与冰雪项目结缘并一路走来，成长为
专业人才，折射的正是“北冰南展”国家战略的

轨迹。一年后的此刻，李凌姝将走上北京冬奥
会赛场，担任冰壶比赛的副计时长。她说：“冰

壶为我搭建了走向世界的舞台，北京冬奥会在
家门口举办，我不会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自己

的裁判工作要百分百做好。”

爱上冰壶
时钟拨回到 201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体

育教师李凌姝被选拔进入上海冰壶人才的培养

计划。国家体育总局派来教练与裁判，给学员
开课，冰壶从此滑上李凌姝的人生赛道。

2012年起，李凌姝带教上外的冰壶队，并
开设冰壶选修课。这门课程非常受欢迎，学员

数从原定的 25人扩展到 36人，还有不少学生

跟李凌姝抱怨：老师，我又没选到您的课！
冰壶门槛不高，即便没有冰上运动的基础，

在教练的带教下也可以很快上手，有人练了一
个多小时，就学会投壶了。

让学生着迷的，是这项冰上运动既锻炼身

体又锻炼脑子。你以为冰壶只是把壶投出去那

么简单，其实光擦冰就非常耗费体力，没有专项
的体能训练打基础，随着比赛激烈进行，到后来

你可能无法拿冰刷连续刷冰。而要赢得比赛，需
要一垒到四垒四名队员通过战术设计，临场应

变，默契配合完成目标。
李凌姝发现，通过参加冰壶运动，自己的学

生有了明显的变化。冰壶队里有一名女学生，刚

来时很害羞，从不主动与其他同学组队，李凌姝
通过小游戏让队员自然分组，要求每位组员轮

流担任一垒至四垒的角色，一段时间后，她发现
这名女生能够主动与队友交流了。“好的团队运

动项目可以提升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她的状
态就越来越好。她在冰壶队一直跟了我三年，即

便后来告别了队伍，她也会时常找我聊天，分享
学习和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她说。

执法冬奥
李凌姝是个有心人。担任大学冰壶队教练

后，她利用业余时间勤学冰壶规则，并在 2014

年参加了冰壶裁判考试，拿到国家一级裁判员
的资格，并在全国青年冰壶锦标赛、全国青少年

冰壶锦标赛等赛事担任裁判工作。2015年，她
作为上海唯一的裁判员代表，去新疆乌鲁木齐

担任第 13届全国冬运会测试赛裁判，与国内最

高水平的冰壶裁判员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
取经，执裁水平得到飞跃。
一年后，在美国犹他州的经历，

让李凌姝与冰壶运动愈发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她去驻地附近的犹他奥林

匹克中心参加当地的冰壶俱乐部，结
识了运营冰壶场馆的主

人———一位因为热爱冰壶运

动而放弃飞行员职业的美国人，“每天傍晚，他

都按时来到场馆，为赛道喷水制冰，那份执着和
热忱，很容易感染身边的我们。”

2017年回到国内后，李凌姝受邀担任在北
京举行的女子冰壶世锦赛的翻译工作，对冰壶

赛事的组织与执裁有了全面的了解与提升。当
北京冬奥会向自己发出担任裁判工作的邀请

时，李凌姝感觉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冰壶

眷顾了自己，而自己也为这个冰雪项目付出了
真心。

秘密武器
李凌姝还有秘密武器。为保证裁判工作精

益求精，她把冰壶比赛规则编成中英文各一本

的小册子，随身携带，她还经常去国际冰壶联合
会的官网学习，一旦规则有更新，就及时在小册

子上作调整。打开册子，里面用黄色荧光笔标

记的，都是李凌姝特意提醒自己的更新内容。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临近，李凌姝

还有一个心愿，将自己几年前编写的一本
关于普及冰壶知识的书籍《冰壶入门和

教学实践》再版，“希望将其中的内容更

新一下，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冰壶

运动。”

半年前，李凌姝当了妈妈。现

在，她在大学老师、冰壶裁判和妈

妈的角色中连轴转，忙碌，却也充
实，幸福。更让她欣喜的是，丈夫最

近跟她商量：以后让我们的孩子也

来练冰壶。

首席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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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申冬奥刚成功时，北京冬奥

会的 109个小项中，大约有 1/3中国
此前从未开展过。冰雪人把全项目参

赛和取得历史最佳成绩作为征战目
标，确定了“扩面、固点、精兵、冲刺”

的备战方略。五年多来，冰雪运动基
础不断夯实。

2018年平昌冬奥会结束后，国家体育

总局正式公布《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
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2022年北京冬

奥会 109个小项，要努力实现“全面建队、全
项参赛、全面突破、全面带动”的目标。

全面参赛，就是对标北京冬奥会 109个
小项全面建队、全项参赛，力争在整个冬奥

会过程中，从头至尾都有戴着五星红旗标志

的中国运动员英姿飒爽地站在赛场上，让更
多冰雪项目刷新历史、实现奖牌乃至金牌的

突破。
此后三年间，正是冰雪健儿

奋力备战北京冬奥会的三年，从 2018年底

建立起覆盖北京冬奥会全部 109个小项的
31支国家集训队，到 2019年，全面推进“固

点”工作，备战选手从 4000 余人精简至
1153人，再到 2020年，备战北京冬奥会进

入“精兵”之年。
从无到有，从多到精，中国冰雪军团面

貌一新。“有的项目，我们当时连器材都搞得

不是很清楚。”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倪会忠透露，“北京申冬奥成功之

后，我们用超常规的办法，跨越式发展，跨界
选材，全国动员，借助国际冰雪组织帮我们

选配教练，迅速把我们过去没有开展的项目
组织开展起来。”请进来是快速提升项目水

平的关键，2014年备战平昌冬奥会时，中国
各支相关国家队的外籍教练只有两名。目

前，他们的人数达到了 170名。
对于北京冬奥会，中国选手已经准备

好了。面向冰雪运动的未来，中国也已经准
备好了———中国军团对于北京冬奥会宏大

壮阔的备战，不仅实现了空前的 109个小
项“全项目参赛”的目标，更为中国冰雪运

动的将来储备了人才。倪会忠表示，冬运中

心正在着手组建成体系的国家二线队，着

眼于北京冬奥会后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预计将有 300 人左右入选国家二线队，他

们将有专门的训练基地、训练人员与计划。
本报记者 厉苒苒

选手准备好了

◆ 金雷

沪上大学教授李凌姝
将执裁北京冬奥冰壶比赛

场馆准备好了

千人军团
集结完毕

12个场馆
如期完工

    从选址规划到周密设计，从紧张建设

到转入运行测试，2000 多个日夜风雨兼
程，北京冬奥会 12 座竞赛场馆(群）全面

完工，全新亮相。2020年，肆虐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全球体育赛事带来严峻挑战。然

而，当 2020年画上句号之时，北京冬奥会
场馆却已准备好了。

去年 12月底，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等
高颜值场馆相继亮相，向全世界的冰雪运

动员发出了盛情邀请———北京冬奥会的
“中国奇迹”，体现在赛事筹备的方方面面。

北京赛区承担冬奥会全部冰上项目
和滑雪大跳台项目，共有六个竞赛场馆，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首个完工的新建竞赛

场馆，国家游泳中心是首个完工的改造场
馆，被誉为“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是北京

冬奥会标志性场馆，也是北京

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
馆，其建成世界跨度最大的单

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
规模创下世界体育馆之最，但
用钢量仅为传统屋面的 1/4。

延庆赛区海拔最高点 2198米，是北
京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该赛区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四大场馆在

去年 12月 29日全面完工。
张家口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大部分雪

上项目的举办地。新建的古杨树场馆组群

包括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其中，“雪如意”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是该赛区工程量最大、技

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

距离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开幕只有一

年时间了。北京冬奥组委昨天介绍，北京
赛区、延庆赛区 8个竞赛场馆制冰、造雪

工作全面完成，具备测试比赛条件。这也
意味着，北京冬奥会筹办由建设阶段转入

测试、运行阶段。

2015年 7月 31日

2017年 12月 15日

2018年 2月 25日

2018年 7月 19日

2019年 9月 17日

2019年 12月 5日

2019年 12月 30日

2020年 12月

● 水立方变身冰立方；
12 月 21 日 雪如意点亮；12
月 25 日 冰丝带完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体育图标正式发布

2020年 12月 31日

北京赛区：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新建）②

首钢滑雪大跳台———水晶鞋（新建）③

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改建）④

国家体育馆———冰堡（改建）⑤

首都体育馆
五棵松体育馆———冰菱花（改建）

延庆赛区：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张家口赛区：

古杨树场馆组群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①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冰玉环

云顶滑雪公园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中国风托起奥运范———场馆揭秘

北京冬奥会设 7 个
大项、15 个分项、109 个
小项，计划使用 25 个场
馆，分布在北京赛区、延
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三
个赛区。其中，北京将承
办所有冰上项目，延庆和
张家口将承办所有的雪
上项目。北京冬奥会计划
使用的 25 个场馆，包括
12 个竞赛场馆和 13 个
非竞赛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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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的崇山峻岭之间，一柄巨大的
“雪如意”在星空下熠熠生辉；五棵松体
育馆熟悉的树枝形外观被冰菱花覆盖，
多了几分冬日气息；鸟巢身旁，22条华
光璀璨的“冰丝带”在天地间飘舞；浓厚
工业风的北京首钢旧址上，一只“水晶
鞋”迎来雪飞天……

“在疫情挑战之下，北京冬奥会筹
办工作进展相当顺利，这几乎是一个奇
迹。”用“奇迹”一词来形容北京冬奥会
的筹办进展，这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的感慨。
今天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倒

计时一周年。2015 年申办成功以来，北
京冬奥组委在过去的 2000 多个日夜风
雨兼程，用心兑现申办时的坚定承诺。
在离冬奥会开幕还有一年之际，北京冬
奥会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
已经做好了准备，北京已经做好了准
备。一年后的今天，全世界顶尖运动员
将共迎北京冬奥会这一历史性体育盛
会的开幕。

■ 李凌姝（左）担任二青会的计时组长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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