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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记者手记

几天前，我去了北京，重走了一年

前冬奥闭环外记者们的采访路程。在

什刹海冰场，身边红火热闹，脚下冰雪

晶莹——滑冰刀、骑冰车、乘冰橇，说

着不同方言的游客在冰面上感受北方

人茬冰的快乐。在张家口崇礼云顶滑

雪公园，滑雪爱好者在冬奥雪道上风

驰电掣。这个寒假，远超以往数量的

上海小囡都跟随父母前往滑雪场，一

试身手。朋友圈里，晒滑冰滑雪已成

为新春一大特色。

事实上，北方冬季茬冰的乐趣，在

上海现在也能随时感受到。

兔年春节前后，上海推出20多项

冬季项目赛事活动，除了十多块固定

冰场开门迎客外，上海还新添15块季

节性移动冰场，犹如点点银珠缀满黄浦

江沿线，更用冰雪氛围，装饰了上海的

新春佳节。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

严家栋表示：“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后，

南方市民逐渐养成了‘冰雪过节’的习

惯。很多上海市民走进冰雪场地，在滑

雪中度过一个午后，一个周末。”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景

变成现实。一颗颗冰雪运动的种子，在申

城在全国生根发芽。北京冬奥会已成记

忆，但这份对冰雪的热爱，冰雪运动带来

的快乐，都将犹如冬奥精神一般，穿透

岁月照亮生活，一起向未来。厉苒苒

“你好，欢迎归巢！”伴随着一句暖心

的问候，昨天，3000多名冬奥参与者回

到曾经工作过的国家体育场（“鸟巢”）、

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与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重温场馆赛事记忆，见证冬

奥遗产可持续利用。

本月初，“鸟巢”通过官方微信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2022年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工作人员、

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发出“北京冬奥

会一周年 ·归巢”活动邀请，引发热烈反

响，3小时内报名人数即突破千人。不

少参与北京冬奥会的冰雪人携家带口，

重游故地，大多数人穿上了当初的北京

冬奥会工作服还挂上了一年前的证件。

北京冬奥会结束后，“鸟巢”“冰立

方”“冰丝带”等场馆转入赛后运营模式，

普及推广冰雪运动，持续传播冬奥成

果。为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

“冰立方”与“冰丝带”谋划引入高水平赛

事，提供专业化体育训练保障服务，打造

顶级体育殿堂。

而在北京另一边，冬奥会

后，首钢园逐步向社会全面开

放，活化利用工业遗存使首钢

北京园区成为首都北京的网

红打卡地。昨晚的庆祝活动

就在首钢园举行，迷人的“夜

京城”氛围展现了这处奥运遗

产的别样魅力。

北京冬奥组委本月发布的

《可持续·向未来——北京冬奥会可

持续发展报告（赛后）》显示，这些场馆

在未来将继续举办高水平国际和国内

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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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雪花，开在阳光
下……”昨晚，在北京2022年
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北京
首钢冰球馆内再度响起了北
京冬奥主题歌《雪花》，“纪念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
行，熟悉的旋律把人们的思
绪拉回到了一年前的此刻。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举办

一年来，中国的“冰雪故事”依
然在延续——一座座冬奥场
馆，让世界领略了独具魅力的
东方之美，也在冬奥会后华丽
转身，以各种形式对公众开
放；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北京冬奥会后，参与其中的冰
雪人才走向各个岗位成为推
动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中坚
力量，冰雪竞技与大众冰雪运
动“比翼齐飞”……

两地情，冰雪缘。无论是
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因为北京
冬奥会埋下的冰雪种子正在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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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着手机里的图片，上海市徐

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冰壶教练王

珏的心，又回到了一年前的此刻。

“冰壶比赛在开幕式前就开始了，

所以去年的今天，白天还有执裁任

务。”担任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国际技

术官员的王珏记得，当天晚上，结束执

裁任务后，自己和同事一起匆匆赶到

鸟巢观看开幕式。对开幕式印象最深

刻的是在升旗时，“我就坐在国旗这一

侧，升旗的时候一下子热泪盈眶，心潮

澎湃。太感动了，为祖国的强大感到

自豪。”

冬奥会之后，王珏又回到了熟悉

的冰壶训练教育岗位。于她而言，“今

天是特别的一天，也是平凡普通的一

天”——正常开展冬训，她正为即将到

来的全国比赛作准备。冬奥举办一年

间，她明显感受到上海的冰雪运动热

度不断上升，更多人了解了冰壶

并愿意来尝试，“以前是我们

去学校里选人，现在是学生

主动来参加冰壶运动。”开

展冰壶的区县、学校比以

往增加许多，今年市运会

冰壶项目的参赛运动员

人数突破了历史高峰。

周末时分，飞扬冰上

运动俱乐部又迎来了客

流高峰。一眨眼，距离中

国首位冬奥冠军、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副主席杨扬在上海

浦东新区创立这全国第一座

市场化的专业冰场已有十年。北京冬

奥会成功举办以来，她的冰场也感受

到了申城日益高涨的冰雪热度。

杨扬感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

一年前的今天，但对冬奥人来说，这却

是从申办到举办8年多的回忆，“有幸

参与和见证北京冬奥的全过程，最高

兴的是看到那么多普通人因为冬奥开

始关注、喜欢和参与冰雪运动，冰雪运

动终于从一个冷门、小众运动成为年

轻、时尚、热度很高的运动。”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上，除了往届就有的冰壶和花样

滑冰项目，还增设了冰球和短道速滑

比赛，这些项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

青少年选手。杨扬说：“期待未来上海

能有更多更精彩的冰上体育赛事与活

动呈现给市民，同时能有更多来自上

海这座南方城市的冰上运动员参与国

际大赛，争金夺银。”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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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北

京冬奥会成功

举办一周年的

日子，中国运

动员在冰雪赛

场也传来喜

讯，在国际雪

联自由式滑雪

世界杯U型池

猛犸山站中，

20岁小将张

可欣摘得一枚

金牌。

早在2017

年，15岁的张

可欣就拿到了

首个世界杯U

型池冠军。北

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U型池

决赛，张可欣

在第三轮受伤

最终排名第

七，另一名中国选手谷爱凌获得

了冠军。出众的倒滑技术是张

可欣的“看家本领”，本赛季，她

状态颇佳，动作难度和稳定性均

有提升，抓板动作也更加丰富。

新赛季开赛以来，张可欣与

谷爱凌在世界杯比赛中曾代表

中国队并肩作战。在谷爱凌取

得加拿大两站冠军的时候，张可

欣也收获了一枚铜牌。然而，因

为在世界极限运动会赛前训练中

摔伤膝盖，曾两度在该项目中夺

金的谷爱凌并未参加本站比赛。

本站比赛，中国队派出张可

欣、刘奕杉和吴梦参加女子U型

场地比赛，张可欣以资格赛第二

名的成绩晋级决赛。决赛中，她

在首轮即得到92.75分，在全部

16名选手中排名首位。第二轮，

张可欣又出色完成了正滑1080

度转体，得到93.50的高分，继续

领跑。两轮得分均为全场最

高。最终，张可欣摘得金牌，她

也是本站唯一一位完成了1080

度转体的选手。赛后张可欣表

示，接下来自己将全力备战本月

底进行的格鲁吉亚巴库里阿尼

世锦赛，力争再取佳绩。

此外，在昨天进行的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美国鹿谷

站比赛中，中国选手同样表现出

色，以1银2铜为北京冬奥会一

周年献礼。

本报记者 厉苒苒

茬冰的快乐

归巢的冰雪人 忙碌的冰雪人

■ 游客在“冰立方”

冰上运动中心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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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奥会运行团队成员与游客

一起体验冰上运动的魅力

冰
北京 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