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五年间见证了中国
冰雪的悄然巨变。比如，全国标
准滑冰场馆数量从157家增加
到388家，滑雪场总数从568座
增加到770座；国内每年开展超
过3000场“全国大众冰雪季”
“中国冰雪大会”等群众性冰雪
活动，参与冰雪运动人口占比
已超过15%。

再如，北京冬奥会的109个

小项中， 此前近三分之一项目

在国内未开展。 2018年底覆盖

北京冬奥会全部小项的31支国

家集训队建成；2019年备战选

手精简至1153?，2020年集训

队数量增至35支。 短短几年时

间， 中国多个冰雪项目实现从

无到有， 有的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

冬奥梦想
照进现实 昨天，火炬揭开面纱；下半年，冬

奥会口号公布；7月前，所有非竞赛场
馆建设改造完工；10月，火种采集，而
后视情况进行火种展示和传递；开幕
倒计时100天前后，制服装备发布……
冬奥筹办已进入全力冲刺、决战

决胜的关键时期，筹办工作的重点在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组织好赛事，“简
约、安全、精彩”是新形势下的办赛要
求。

去年11月，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
奥委会共同决定，将研究制定一个更
适应当前形势的测试活动方案取代测
试赛。

各项工作克服困难如期推进，给
国际奥委会等多方吃下“定心丸”。国
际奥委会原媒体运行部主管埃德加认
为，政府的有力支持对筹备工作顺利
进行至关重要。
国际雪车联合会主席伊沃经过实

地考察，对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赞不绝
口：“我们看到了一个准备出色的赛
道。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之下，流畅完美
的组织工作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每个人都还记得2008年夏

天那个激情盛会。北京奥运会很成功，
我相信明年的冬奥会依然会展现出和
2008年同样的高水平。”无与伦比的
北京之夏还鲜活存在于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主席班卡的记忆中。

从2008到2022，北京已然从奥林
匹克运动的顺应者蜕变为引领者。冬
奥筹办在扎实践行《奥林匹克2020议
程》的同时，也不断给变革中的奥林匹
克贡献中国智慧。
“竞赛场馆100%使用绿色能源，

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制冰技术等举措，
都会让北京冬奥会成为最‘绿色’的奥
运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
萨马兰奇对此赞叹不已。

这也是巴赫口中的“奥运新标
杆”。疫情当前，巴赫认为，北京冬奥会
的标杆意义更加凸显。
“奥运会一直承载着一种意义，是

世界团结的象征。”他动情地说，“通过
体育运动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好的
后疫情时代做出贡献，这是国际奥委
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在面对这场新冠肺
炎疫情、面对后疫情时代，希望达成的
目标。”
蓄势待发的北京，为这一目标的

实现提供了中国担当、中国力量和中
国方案。
“中国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并实

现经济复苏，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当
前，国际奥委会支持所有有效的防疫
措施，因为这些措施的成功，让我们对
成功举办冬奥会更有信心！”希望之光
在巴赫眼中闪烁。
希望之光也正在照耀运动健儿的

前行路。
挪威代表团正积极备战。这个在

平昌豪取39枚奖牌的冰雪运动强国
计划派出300多人的团队参加北京冬
奥会，剑指奖牌榜前三甲。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美国人德弗

朗茨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表示对中
国办好冬奥会有信心，并认为美国代
表团一定会前来参加。“加拿大正在为
参加北京冬奥会做准备。”加拿大奥委
会首席执行官兼秘书长舒德伟告诉媒
体。
英国雪上运动协会首席执行官戈

斯林向新华社记者介绍，他们非常乐
观地期待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这将
是英国雪上项目有史以来表现最棒的
一届冬奥会。

办“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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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冰丝带”舞动“雪如意”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我们将迎来怎样一场冬奥盛会？

巍巍长城，苍龙盘桓。

天安门以北14公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光影流转，22

条玻璃“丝带”盈盈欲舞，光耀京城之夜；雪国崇礼，山势绵
绵，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傲视群峰，赛道沿山体飘摇
直下，惊飞塞北的雪。 万事几近具备，只待奥运东风。 长城内
外，点燃冰雪激情！

度过一季春秋，且看四海宾朋会聚东方，共襄冬奥盛举！

从2018年1月23日打下第一根桩，
到三年后的1月22日首次制冰成功，北
京冬奥会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冰
丝带”终于变成了想象中的模样。
甚至，比想象中还要梦幻———使用

世界上最环保最先进的二氧化碳制冰
技术，有望成为“最快的冰”；采用多功
能全冰面设计，冬奥会后将成为以冰雪
运动为核心的体育休闲综合体……

场馆外观“丝带”飞舞，那是速度
滑冰运动员在冰面上风驰电掣时冰刀
留下的轨迹。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武晓南说：“我相信
它未来能够成为人民群众对冬季美好
生活向往的一个新标志。”
“双奥场馆”是北京赛区的一大特

色。“水立方”变身“冰立方”，国家体育
馆、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均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遗产”基础上进
行了改造，具备冬夏项目场地双向转
换能力。
延庆赛区小海陀山仍戴雪冠。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从山端直泻而
下，11条缆车索道将场馆区域串联，山
脚下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宛若巨龙盘
卧，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掩映于山
林之间。
张家口赛区，一柄中国传统饰物

“如意”嵌于林海雪原，古老东方文明
的馨香从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

台滑雪场里悠然沁出；国家越野滑雪
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云顶滑雪公
园四散分布，漫步廊道缀珠成串俨然
“冰玉环”。

“跳台滑雪赛道本身就是一个很
光滑、很流畅的S形曲线，你可以说它
是一个飘带，更形象的表达就是我们
中国文化元素中的‘如意’。”张家口赛
区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张利这样介绍“雪如意”的设计初衷。

去年底，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12
个竞赛场馆如期完工。钢筋水泥写实
蓝图伟梦，背后是一千多个日夜的拼
搏奋战，中外团队精诚合作；是无数项
攻坚克难的专利设计，许多个“中国第
一”“奥运首创”就此诞生；是生态修
复、协同发展、赛后利用等多重考量，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一
以贯之。
纵然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世界罩上

阴霾，冬奥人始终未曾停步。
岁末，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雪容

融”搭乘嫦娥五号九天揽月；冬奥体育
图标踏着新年钟声问世，30个“小红
人”于汉印方寸间舞动国潮风韵。
在北京获得举办权之初，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就说，冬奥会“交给了放
心的人”。日前他再次为北京送上盛
赞：“尽管受疫情影响，冬奥筹办工作
进展十分顺利，这几乎就是奇迹。”

“冰丝带”变成想象中的模样

冬奥筹办工作进展顺利

有火炬
就有光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发布

2月4日，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
幕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问世。

中空开放的形态、纯氢燃烧零碳
排放、内外飘带缠绕、“双奥之城”传
承……所有元素统一于火炬这个光明
而充满生机的意象。
农历小年夜，辞旧迎新时。北京冬

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王向豫说，
希望用火炬点燃全世界对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的热情和广泛期待。

经过40余版团队内部修改方案、
11版正式提报方案，2020年9月22日，
经过北京冬奥组委多轮评审，从182个
全社会有效征集方案中，确定了现在
的火炬设计方案。

“飞扬”火炬整体外观与北京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
相呼应，体现了双奥之城的传承与发
扬。
火炬交接时，两只火炬的顶部可

以紧密相扣，如两只手相握，代表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世界更加相知相融的
冬奥会愿景。“这个2020年很不寻常，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想通过‘握手’的
意象，表达人类要共同去面对这些危
机。”
“飞扬”火炬科技亮点之一是北京

冬奥会火炬将采用氢作为燃料。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高级工程师韩宗捷介
绍，除了环保属性外，氢燃料的特性保
证了火炬能在极寒天气中使用，并可
抗风10级。
而“飞扬”的第二个技术亮点就是

火炬外壳采用了重量轻的耐高温碳纤
维材料，火炬燃烧罐也以碳纤维材质
为主。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对此次火炬设

计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次火炬的
设计再次证明了奥运会是体育和文
化、艺术和科技的巧妙结合。既有文化
传承又有科技创新，中国文化艺术得
到完美展现。不仅体现了双奥之城的
特点，而且展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