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3套定音鼓的敲击中，“时间”的
脚步坚定向前，奔流不息。自冬残奥会
开幕以来，九天内运动员奋勇拼搏的
感动、赛事的精彩高光瞬间等被不断
回溯，最终定格于开幕式上火炬手李
端点火的时刻。一位盲人小提琴家的
琴声响起，雪花台上的主火炬开始缓
缓熄灭。残健艺术家们将“唱针”推离
场地，时间仿佛在这时凝滞、静默……
“我们想为大家留下一份回忆和

更多眷恋。”闭幕式导演沈晨说。在此
基础上，主创团队也期待探索艺术创
作的新路径，比如那段由13套定音鼓
演绎的音乐，就是中国作曲家们的大
胆实践。为什么执意要选用13套定音
鼓？沈晨解释，这段音乐有着全球“共
享此刻、共赴未来”的寓意，“13”代表

着13届冬残奥会的历史，定音鼓的声
音恰似时钟秒针“滴答滴答”的节奏，
而“时间”正是整个闭幕式主题“在温
暖中永恒”的落点。

闭幕式上，12位健全人鼓手站成
一圈，另有一位残疾人鼓手站在圆心，
如同时钟的表盘。音乐从26秒的引子
中开启，随后，现场的鼓手们“严格地
按照时钟的概念进行了两圈，每圈都
是60秒。一部分定音鼓一直在还原秒
针‘滴答’的概念，其他的重音在第一
圈里依次点亮12个点位，第二圈是定
音鼓的华彩，之后的音乐展开、发展，
比较有未来感，也带着一定的实验
性。”闭幕式音乐总监商君立说。

作为贯穿闭幕式全篇的核心创
意，“鸟巢”场地中间直径55米的“留

声机”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要采用这
样一个主视觉形象作为核心创意？来
看总导演张艺谋的解读。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
总导演张艺谋表示：“留声机”要成为
我们闭幕式的一个亮点，就有点像冬
奥会闭幕式上的折柳寄情，冬残奥闭
幕式通过一个道具来完成这个亮点。
折柳寄情是通过整体的表演的一

个氛围，和讲解来传递的一个感情，留
声机现在就成了一个道具要发挥这个
作用。它其实是个意念，是个理念，不
一定专门指胶片时代、黑胶时代，它只
是人类作为留存记忆的一个东西，要
勾连这个共同的共情，所以这个留声
机一放，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能带动大
家的一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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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未来 双奥留声记忆永恒
3月13日晚，绚烂的焰火照亮北

京夜空，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落下
帷幕。这届简约、安全、精彩的残奥
盛会，闪耀着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
生命之光，传递着团结与友谊的希
望火种，在世界残奥运动和全球残
疾人事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这是有史以来参赛运动员人数
最多的冬残奥会之一。在以“勇气、决
心、激励、平等”为核心的残奥运动价
值观感召下，来自46个国家（地区）的
近6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与6个大项、
78个小项的角逐。赛场上，他们用一
次次艰难的跳跃、一次次激情的冲
刺，挥写着坚强不屈、永不放弃的生
命奇迹。当两臂空荡的孙鸿胜冲下高
山，当无法行走的闫卓稳稳将冰壶推
入圆心，当第六次参赛的加拿大老将
布赖恩 ·麦基弗夺得个人生涯第16块
冬残奥会金牌，他们的精彩表现，早
已超越比赛本身，赢得了世人的喝彩
与尊重。
成功的盛会，来自精彩的赛事，

也得益于东道主的周到服务和有力
保障。从夏残奥会到冬残奥会，14年
间，北京的无障碍水平显著提升，助
残理念深入人心，“双奥之城”以更便
捷、更人性化、更有温度的风貌迎接
八方来客。赛场内外，专业舒适的无
障碍环境、温暖高效的服务以及安全
可靠的防疫举措让运动员赞不绝口。
在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体育赛事
饱受冲击的背景下，北京冬残奥会在
疫情防控方面作出了积极示范。中国
践行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与国际残奥委会等各方通力合
作，交出了一份组织办赛的精彩答
卷。正如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 ·

帕森斯所言，北京冬残奥会将把冬残
奥会提升到新高度。

北京冬残奥会是运动员竞技的
赛场，也是展现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
发展成就的窗口。这是中国第六次组
团参加冬残奥会，也是中国参加冬残
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
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从
2002年在美国盐湖城首次亮相冬残
奥会，到2018年在平昌实现冬残奥会
金牌零的突破，再到北京冬残奥会位
列金牌和奖牌榜榜首，党和国家对残
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是残疾人冬季
体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奥运赛场
成绩突飞猛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为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强
大的物质基础，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
力。回首过往，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符合时代潮流的残疾人体育
发展之路；展望未来，中国将以北京
冬残奥会为新起点，进一步推动残疾
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际残疾人
事业共同发展。

从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到北京
冬残奥会圆满落幕，北京和张家口兑
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庄严承
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
人类面临多重挑战。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再次彰显世界对
“更团结”的渴望和“一起向未来”的
信念，奏响了和平、友爱、进步的时代
乐章。让奥林匹克之光温暖世界、照
亮未来，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自 新华社、北京日报、央视新闻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闭幕

兑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庄严承诺
在13日举行的北京冬残奥会赛事

总结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冬奥组委在成立
之初，就确立了两个奥运“同步筹办、
一岗双责”的工作原则，加强筹办工作
整合，各个部门在筹办冬奥会的同时，
同步推进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从目前
的情况看，“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目
标能够圆满实现，我们兑现了对国际
社会的庄严承诺。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
表示，“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在场馆建设方面，北京冬
残奥会使用5个竞赛场馆和23个主要
非竞赛场馆，都是沿用冬奥会的场馆，
这些场馆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改造过程
中，都充分考虑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赛事需求。比如，国家游泳中心为残
奥运动员设计了多功能更衣室，修建
了入场轮椅大坡道并进行了卫生间无
障碍改造。国家体育馆建设了轮椅坡
道。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为残奥运动员
设立实用的打蜡房及山地无障碍电梯

等。
在服务保障方面，北京冬奥组委

努力从抵离、住宿、餐饮、交通、医疗等
方面加强对残疾人运动员的服务。比
如，在住宿方面，三个冬残奥村在公寓
楼、健身中心、娱乐中心、广场区等区
域都有完善的无障碍服务设施，并且
在冬残奥会期间，设立了轮椅假肢维
修中心，随时提供维修服务。在餐饮方
面，规划了餐厅的用餐座位和饮品摆
放方式，方便运动员坐轮椅就餐。在交
通方面，在三个赛区投放了近300辆
无障碍车辆，并配备志愿者提供轮椅
协助、乘降和语言支持。
在赛事运行方面，冬残奥会竞赛

项目场地根据残奥运动员特点和竞赛
规则做相应转换和调整，并经过国际
冬季残奥单项体育联合会认证，竞赛
器材按照冬残奥标准进行配备。比如，
国家体育馆设置了用于残奥冰球项目
的防冰板和透明挡板，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调整赛道起点和旗门设置，云顶
滑雪公园进行残奥单板项目场地塑

形，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规划建设了残
奥项目专用部分赛道、调整靶场设置
等。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表
示，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一
项以体育竞赛为龙头的复杂系统工
程，北京冬奥组委从申奥成功之后就
在顶层设计时深入研究分析，制定各
环节联动的计划方案，在各级政府部
门的巨大支持下协调联动。
他举例说，在筹办过程中，北京冬

奥会竞赛日程推出了13版，这是因为
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不同的转
播机构对于转播信号的时间要求不一
样，需要不断优化调整。而在调整竞赛
日程之后，场馆层面的各个功能领域，
比如餐饮、票务、交通等都需要联动调
整。
在赛事医疗保障方面，北京冬奥

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表示，
按照“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要求，北
京冬残奥会执行与北京冬奥会基本一
致的医疗服务标准。

她表示，在三个赛区设置了3个冬
残奥村综合诊所、38个固定医疗站和
51个竞赛区域（FOP）医疗站，在延庆
和张家口赛区，配备了救援和医疗转
运直升机，保证在5分钟内到达赛道上
空，并在15分钟内完成救援任务。同
时，考虑到残奥运动员的特殊需求，还
在各竞赛场馆和三个冬奥村设置了7
个假肢轮椅维修站。为场馆免费提供
包括车载CT机、方舱核磁机和数字X
线机等大型医疗设备，在三个赛区配
备了100套AED一体机。

自2月23日冬残奥村预开村以
来，医疗团队共接诊冬残奥伤病员上
千人次，其中伤病运动员100余人。累
计转诊定点医院救治100余人次。冬残
奥会期间，共安排50余人参与假肢、
矫形器和轮椅维修服务。自2月23日
冬残奥村预开村起，累计接收各类服
务300余人次，包括矫形器服务、假肢
维修服务、轮椅维修服务和运动器材
类维修服务等。

定音鼓留声机 留下回忆和眷恋

残健艺术家们将“唱针”推离场地

圣火渐渐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