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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改变城市

随着谷爱凌、苏翊鸣在首钢滑雪
大跳台连续摘金，北京新时代城市的
发展风貌也一同被世界知晓。老旧厂
房变身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地、发电厂
旁建起了冬奥滑雪大跳台。这一转变
也是城市发展路径转变的一个缩影，
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已经越迈越
坚实。
从交通上看，大兴机场、高速路

网、轨道交通运营建设加速推进，京张
高铁将河北张家口拉入京津冀“一小
时生活圈”。在冬奥期间，来自全世界
的人们在三大赛区之间的转换中见证
了中国速度，坐着高铁去滑雪，已越来
越成为一种时尚。
从经济上看，北京市的冰雪产业

结构日渐清晰，开展各级各类群众活
动2万余场，参与人次约3100多万，冰
雪运动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从科技上看，冬奥期间在衣食住

行等各个方面的科技应用，让全球的
运动员纷纷“点赞”。“十四五”期间，北
京将加快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
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和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战略支撑。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认为，北京
是第一个举办了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
“双奥之城”，这是在书写历史，使得中
国在夏奥会和冬奥会，都出现在了世
界舞台的中央。

冬奥改变青少年一代

在冬奥会的筹备、举办的过程中，
以及在冬奥的赛场上，青年一代展现
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自信、担当与活
力。在成长为祖国栋梁的过程中，冬奥
成了他们难忘的记忆。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出
生于2004年2月18日的苏翊鸣分别在
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和坡面障碍技巧
比赛中收获金、银牌，为中国冰雪运动
取得历史性突破。苏翊鸣以自己的奋
斗故事、夺冠经历激励广大青少年：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年轻人一定要找
到自己的目标，付出最大的努力去追
求梦想，努力和汗水从来不会骗人。”

通过冬奥会，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爱上了冰雪运动。中国女子冰球队主
教练伊达尔斯基表示：“总体来讲，中
国冰球运动的发展需要依靠青年水平
的提高以及参与人数的增加。我希望，
在承办完冬奥会之后，中国年轻人会
受到鼓舞，去追求参加冬奥会的机
会。”

冰球运动正在北京逐步升温。
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
共有119所学校、126支队伍、1730名运
动员参赛，比赛场次达到319场。
2021-2022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
联赛共进行1224场比赛，有25家俱乐
部、256支队伍近3600名球员参赛。截
至2021年年末，北京市“冰雪运动进校
园”做到了16个区全覆盖，中小学生上
冰上雪已达约210万人次。
包括冰球运动在内，大量的冬季

运动项目都因冬奥会的举办而在中国
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10月，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

达3.46亿，“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已然实现。

全国范围的“冰雪运动热”，必将
带动青少年更加广泛地参与到体育运
动中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
更健康、更茁壮地成长。

冬奥改变世界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实现，改变
了世界冬季运动的版图，这是中国为
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

玉民表示：“北京冬奥会最重要的遗产
成果就是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杨扬表示，体育没有国界，全世界共
享；中国通过筹办北京冬奥会，不但实
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
标，还给世界冰雪运动提供了新的发

展机遇。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给全世界带

来巨大的商机。欧美各大滑雪品牌闻
风而动，纷纷开始布局中国市场。生产
滑雪服等产品的德国博格纳（Bogn-
er）发布消息说，将与中国品牌波司登
成立合资公司，计划五年内在中国开
设约80家门店。美国运动服装企业
Volcom也于2021年11月在北京开设了
在中国的首家门店。
“就我了解的情况，国外品牌非常

看好中国滑雪市场发展的潜力，恐怕
任何一家有远见和雄心的企业，都不
愿意错过这个市场机遇。”中央财经大
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说。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指出，本届

冬奥会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实现了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目
标。“哪怕这三亿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
决定成为专业的冰雪运动从业者，未
来全球冰雪运动也会迎来一个全新的
发展格局”。
冬奥会是一个节点，也是一个起

点。通过举办冬奥所留下的诸多遗产，
将在未来的日子中逐步展现在世界面
前。

（■新华社）

折柳寄情，别情依依。闭幕式上
的中国式浪漫道别，再次惊艳世界。
“柳枝代表惜别，”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NBC）发文阐释柳枝在中国

文化中的寓意。“柳”音似

“留”，在中国古代，送行者
会赠远行者一条柳枝，表
达挽留。“北京冬奥会
上，运动员留下了成
功、失意，及载入史
册的回忆，但
天下宴席终有
散，此刻便是
别离时。”

“世界聚
会”“无与伦比”

“体育带来团结”
……海外社交媒体

上，网友不吝对北京冬
奥会的赞美。从立春日的

“迎客松”，到临别时的“长
亭外”；从主火炬上的“一簇微
火”到中英文焰火“天下一家”，

北京冬奥会留下的文化遗产，独一
无二，世界凝神聚焦，沉醉其中。

当赛场内外尽刮“中国风”，从台
前到幕后，从比赛到颁奖，无处不在
的中国元素，展现了生动鲜活的中国
形象。

比赛场馆，盈盈飘动的“冰丝
带”、长袖若舞的“雪飞天”、蜿蜒盘旋

的“雪游龙”……让世界领略了东方
唯美。

竞技赛道，“中国风”服饰威风凛
凛，“华夏战神孙大圣”“火神祝融”
“中国龙战衣”……陪伴中国运动员
驰骋疆场。

颁奖时刻，穿戴“瑞雪祥云”“鸿
运山水”“唐花飞雪”的礼仪人员，托
起同心圆玉璧状冬奥奖牌，在古老文
明的方寸间，运动员享受到了奥林匹
克至高荣耀。

二十四节气用来“倒计时”，西汉
“长信宫灯”化身火种灯，篆刻书法变
身冬奥标识……中国传统文化为奥
林匹克注入了多彩意蕴。

当中国式浪漫拨动世界心弦，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
匹克格言也根植在了中国人心间。

速滑女子3000米决赛，德国运动
员克劳迪娅 ·佩希施泰因冲过终点，
尽管排名垫底，但迎接这位50岁老将
的是如潮掌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的致敬刷屏网络。

谷爱凌拿到个人首枚冬奥金牌
后，和铜牌得主玛蒂尔德一同前去安
慰获得银牌的苔丝。这一刻，她们不是
对手，而是一起挑战人类极限的战友。

当羽生结弦尝试挑战前无古人
的阿克塞尔四周跳（4A），却落冰摔
倒，中国网友为勇者呐喊，“今天的羽
生结弦，才是更好的羽生结弦”。

当冬奥邂逅春节，“中国风”中透
着浓浓的自信味。

春节期间，三个冬奥村“福”字当
头、灯笼高挂，“中国红”与“冰雪白”
交织，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入乡随俗，
写春联、粘窗花、贴福字，运动员近距
离感受中华文化风采。

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也征服了
运动员的胃。墨西哥《金融家报》网站
说，北京冬奥会的678道菜品，让所有
运动员尝到了中国佳肴，加之冬奥恰
逢春节，菜单里包含过年才有的小
吃。
“冬奥会以来，我已吃了200个饺

子。”美国女选手茱莉亚 ·马里诺成功
被饺子“圈粉”。而在其队友特莎 ·莫
德的“吃播”里还出现了：宫保鸡丁、
糖醋里脊、麻婆豆腐、豌杂面……
“我每天都会吃6个豆包，”马耳

他选手珍妮丝 ·斯皮泰里在等成绩
时，不忘吃掉剩下的半个豆包。荷兰
速度滑冰选手尤塔 ·莱尔丹则对麻辣
烫情有独钟，她还欣喜地收到了志愿
者为她画的火锅漫画。
“来了就是客，不能让客人瘦着

回去。”中国网友这样答。
当吉祥物“冰墩墩”成为全球“顶

流”，火爆的背后是人们对中国文化
的热爱。
“‘冰墩墩’集中华文化精华和特

色于一身，一定会成为2022年北京冬

奥会的亲善大使，”吉祥物第一次亮
相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样预
言。
这只熊猫果然不负众望。众

多运动员、记者和冬奥会官员
都被它征服。日本记者辻冈
义堂出镜时，特意露出“冰
墩墩”T恤，证件带子挂
满了“冰墩墩”徽章，
他甚至把名字改成
“义墩墩”。

“活泼、好
玩、有趣、机
智、充满正能
量，”国际奥委
会奥运会部执行
主任克里斯托弗 ·

杜比用一串形容词表
达对“冰墩墩”的喜爱。

因为“一墩难求”，世
界各地的人们发挥聪明才
智，创作了“冰墩墩”歌曲，制
作了剪纸墩、面塑墩、雪人墩、棉
花墩、汤圆墩……

顾拜旦曾说：“奥林匹克不是一
场竞赛，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文化交
流与融合。”当“冰雪白”遇上“中国
红”，当“五环之光”映照“中国之美”，
北京冬奥会交出了一张各美其美、和
合共生、“一起向未来”的答卷。

（■新华社）

北京冬奥会，留给未来的宝贵财富

世界凝神感受中国文化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圆满落幕， 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会所具有的多维度意义开始展现出越来越清

晰的脉络。 从2008年的夏奥会到2022年的冬奥会，两次盛会，积累下留给未来的宝贵财富。

北京冬奥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和冬季运动的发

展格局，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