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初一，全国票房破15亿元
中国影史单日场次数创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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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阴，雨夹雪，最高6℃，最低3℃今天：阴，雨夹雪，最高6℃，最低3℃

“虎虎生威”，徐家汇体育公园综合馆迎来试运营

“万体汇”昵称是这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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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体汇”这个简单明了又朗朗上口的场馆昵称是如何诞生的？这个备受称赞的名称背后又有怎样的故
事？“我是70后，儿时就对万体馆有着深刻的印象。”“万体汇”的命名者、市民谢珺说，“我当时先定下了一个目
标，就是一定要保留‘万体’两个字，因为这是几代人对于这片区域最深的记忆，要传承下去。”在他的内心深处，
对于这块刚刚开放的运动新天地，有着不少记忆与期待。

本报北京今日电（特派记者 厉苒苒）圣火，

凛冽冬日的一束光，一捧暖，生生不息。今天上

午，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在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举行。未来3天，冬奥火炬接力将

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行，约1200名火

炬手参与这一活动。2月4日，圣火将在国家体育

场开幕式现场被点燃，简约、安全、精彩，燃情冬

奥一起向未来。

速滑前世界冠军罗致焕成为北京冬奥会火

炬接力第一棒，1963年他夺得57届世界速度滑冰

锦标赛男子1500米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成为

第一个获得冬季项目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罗

致焕说：“要把老一代精神传承下去。”第二棒与

第三棒火炬手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航天员景海鹏，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

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圣火的足迹还将印

在八达岭长城、世界葡萄博览园和张家口工业文

化主题公园等地。火炬接力的路线串联起北京

的历史与未来，过去与现在。整个火炬接力，坚

持简约精彩、确保安全的原则，并采取展示与接

力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创新形式，使火

炬接力体现出简约、自主、更具体验感的特点。

北京冬奥，我们的冬奥，也是全球的冬奥。

本次参与火炬接力的火炬手来自各行各业，大部

分是扎根生产和工作一线、有突出贡献的“不平

凡的普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14

岁，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57％。火炬手中，还

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平均每棒

火炬手传递距离约110米。

北京冬奥，竞技的比拼，情谊的相容，文化的

互通，世界的目光看过来。本报8位特派记者前

往报道北京冬奥，今天分抵北京和张家口，《新冬

奥》特刊也于今天推出。“新冬奥”，传承自本报

2008北京奥运特刊名“新奥运”。彼时，奥林匹克

首度叩开中国大门。从盛夏的北京奥运，到隆冬

的北京冬奥，北京成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中国

也变得更好了。穿过寒冬拥抱你，看冰雪奇缘，

看冬奥盛会。

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上午启动
本报特派记者全体抵达，《新冬奥》特刊今起推出

年初二飘起“毛毛雪”
假期里阳光“限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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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第一棒火炬手、年过八旬的罗致焕

在火炬传递中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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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情 读三位写信人的两地书

写给儿女，写给师兄，写给队员……相

隔千里，北京的冰、崇礼的雪，上海都懂。3

名上海运动员将站上赛场，上海面孔出现

在冬奥的各个角落。上海面孔、上海制造、

上海助推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初心……冬

奥的赛场，上海力量集聚。

一场赛 看今晚中国冰壶首秀

尽管开幕式是2月4日，但今晚，北京

冬奥会的正式比赛就会拉开序幕。冰壶将

率先进行混合双人的循环赛。今晚首先亮

相赛场的，是中国队的混双选手凌智/范苏

圆。曾经于冬奥赛场创造佳绩的中国战

将，在家门口的表现值得期待。

一个馆 探营速滑馆“冰丝带”

既有“高颜值”还有“深内涵”，“秀外慧

中”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有“最快的冰”。

采用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

索网屋面；世界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

直冷制冰技术，碳排放值趋近于零……最

快的冰面背后的科技还有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