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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打动人
14年风雨变化，奥林匹克重回北

京，谢军清晰地感觉到这次冬奥会时，周

围人感受的变化。“现在办奥运，大家都

是使命感——从容、自在又是精益求精，

去做最好。”

就好像开幕式中最打动谢军的，除

了令人惊艳的蒲公英之外，她最喜欢小

孩子滑冰那段，“这体现了中国对于奥运

的一种态度——所有人都乐于参与，体

育已经融入了生活之中。”没有高大上的

震撼展现，生活化的细节却更打动人

心。“三亿人上冰雪”，已成为现实。“这是

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也是这次冬奥会，中

国所呈现的大国气度。”

让谢军感到自豪的是，本届冬奥会

如期顺利举办。“这展现了我们对国际社

会的承诺，体现了我们的大国担当。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做到‘如期如

约’，离不开无数人的辛苦付出。自己非

常荣幸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历史大事

件中，更要把手边的事情做好。”

再见谢军，又是

通过电话。我俩一

个在闭环内，一个在

闭环外，曾经约好的

当面拜访变成了再

次隔空交流。

“世界棋后对自

己而言仿佛是上辈

子的事情了，隔行如

隔山，在哪个岗位说

哪个岗位的事情。”

早在上次采访时，谢

军就曾经如此对我

说过。棋后之后，谢

军享受的是充满挑

战的人生下半场。

两项重要科研

课题的研究从 2018

年就开始酝酿，2019

年之后逐项开始启

动，几年来筹划、组

队、申报、答辩、工作推进的经历，

“很多具体环节的工作，还真应了

人生如棋这句话，是一个博弈的

过程。”依然在体育领域奋斗，她

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的体育，下棋

的素养对学者研究是有帮助的。

有趣的是，在谈及“冬梦飞扬

——科技冬奥主题展览”这个科

技冬奥的课题时，还听到了个熟

悉的名字——杨扬。两位体坛女

神梦幻联动，原来两人是相识已

久惺惺相惜的老友。缘于“科技

冬奥”重点专项“冰雪运动推广普

及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及示范”，谢

军是该项目的负责人，杨扬则是

项目参与单位负责人。谢军坦

言，自己很佩服杨扬退役后始终

致力于青少年冰雪培训的恒心。

都是成功转型的世界冠军。

因为热爱，所以拼搏，所以感恩。

岁月给两位优秀女性带来更光华

的内蕴。

无论谢军还是杨扬，在结束

运动生涯的时候，都曾带着留恋

上路——过往的辉煌是她们前行

的底气，对体育热爱的梦想则支

撑着她们去挑战生命中一个又一

个的不可能。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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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新一代
冬奥，不仅仅是赛场上的争金夺

银，更有拼搏背后的国家软实力体

现。从冬奥会申办成功开始，首都体

育学院就把服务冬奥当成学校头等重

要的任务。“这次冬奥会，我们全方位

积极投入相关工作，许多老师和学生

作为比赛的技术官员和志愿者，正忙

碌在赛事服务一线。”说回本职工作，

谢军如数家珍。

相关的科研工作也没有落下。谢

军介绍：“围绕奥林匹克文化和冰雪运

动的科研工作相继展开，目前相关研

究课题既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自然

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我主要担任

两项课题任务的负责人，一个是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助力

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另一个是国家科

技重点研发项目‘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关键技术产品研

发及示范’。”

其中一些科研项目成果，

已经直接服务于冬奥文化推

广工作中。在中国科技馆里，

一场充满互动性和体验感的“冬梦飞

扬——科技冬奥主题展览”正在火热

开展，成了冬奥会期间的热门打卡

点。触摸永不融化的凝胶冰雪、戴上

VR眼镜体验冰雪运动、亲手制作桌面

冰壶……一项项设计巧妙的体验活

动，让参观者在感受冰雪运动魅力的

同时，了解冰雪运动背后的科学原

理。课题任务还涵盖了冰场技术和仿

真体育器材研发等领域，不仅如此，谢

军团队还致力于向青少年推广普及冬

奥会。2021年，由项目组编写的《冬

奥奇缘：遇见冰雪赛场和中国榜样》

《探秘北京冬奥会》系列绘本等相继出

版，为青少年了解冬奥和冰雪运动打

开了一扇大门。谢军感慨冬奥：“国家

和城市都更加包容，民众对运动员的

态度、对金牌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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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新概念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谢军

和几个朋友做了件有趣的事——精

心策划了个路线，花了大半天的时

间，一行人将北京赛区的六处冬奥场

馆都用骑行的方式，打了卡。骑行全

程有100公里，蜿蜒的路线覆盖在熟

悉的北京城，谢军说，这也算是为迎

接冬奥，献上一份祝福。

谢军坦言，奥运遗产中，场馆的

再利用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篇章，“从

宏观角度来说，好多和城市的规划、

建筑、经济运营方面息息相关。”

但遗产并不仅仅是实体化的场

馆，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一种精神。

采访中，谢军还回忆起这样一个故

事。2007-08年时，谢军正在基层教

委挂职，“当时几十个学校历时500

天，制作了一份奥运日记。”日记里，

书写的是孩子与老师对北京奥运的

向往。每周交接的时候，各个学校还

会结合奥运知识，将交接仪式变成活

动。日记记录下孩子们关于奥运会

的各种期待和想象。这本日记被作

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教育工作代表

性成果送到了国际奥委会总部。

这段经历让谢军至今感慨，她一

直牢记导师何振梁的教导，“奥林匹

克教育，真正让孩子参与，这是最真

实的，也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成果。”

顾拜旦曾说过，奥运会的宗旨就

是“教育青年人”。影响一代人，改变

社会。将少年成长的模式，真正融入

奥林匹克，奥运余韵，也就将始终

袅袅不绝。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北京今日电）

谢军（见上图），中国首位国际
象棋女子世界冠军，人们习惯称她
为“棋后”。谢军目前担任首都体育
学院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上冰
上雪，我还是初级水平”，谢军更感
慨的是奥林匹克带给孩子的变化：
“体育的本质是一种教育，奥林匹克
的目的是带动更多的人。”

■“冬梦飞扬——科技

冬奥主题展览”成为热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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