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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正月初五）晚，北京冬
奥会正举行盛大的开幕式。在鸟巢体育
场内，第三棒的奥运主火炬手同其他火
炬手一样，身着红白冬奥会火炬服，头
戴红白针织帽，一样的骄傲挺拔，一样
的自信飞扬，但那双带笑的眼睛，只属
于中国冬奥会首枚金牌获得者杨扬。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
女子500米决赛赛场，发令枪响，杨扬
一马当先冲了出去，风驰电掣，第一个
冲过了终点，44秒187！

20年前，在美国盐湖城举办的第
19届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
杨扬为中国争取到了在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中的第一份荣光。20年后，北
京冬奥会主火炬手杨扬奔跑在北京冬
奥会的会场内，尽情感受着祖国带给
她的荣耀……

■ 金牌不是终点

中国人的冬奥会历史，绕不过去一
个名字——杨扬，第一枚金牌——
2002 年第 19届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
500米比赛的金牌由她摘得。

有统计显示，杨扬也是获世界冠军
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从1984年开始接受
滑冰训练，此后的22年运动生涯，杨扬
把青春全部奉献给了冰雪运动，她共获
得过59个世界冠军。有人说，杨扬的坚
持和努力激励了一代运动员的前进和成
长，是所有运动员当之无愧的榜样。

但在这位世界冠军的人生之路上，
金牌不是终点。

2006年退役后，杨扬走到了比领
奖台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她是国际
滑联125年历史中首位当选的女性速
滑理事，也是中国第一个以运动员身份
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2019年她由
国际奥委会提名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副主席……

2022年北京冬奥会，杨扬再获新
职——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
员会主席。

从台前争冠的运动员，到幕后服务
者，杨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
奥林匹克梦想。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这两
年，举行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赛事，对
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挑战。挑
战不是大而无边的，它也是由一项项具
体工作构成，分担给每一个具体承担
者。杨扬就在其中，承担着属于她的职
责和工作。

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从字面理解是
做好与运动员有关的工作。冬奥会期间，
各国运动员的到来一方面凝聚了全世
界，同时也将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其中
最为人担心的是疫情会不会借此蔓延。

因此，闭环成为北京应对冬奥会诸
多不确定因素的必需选择。在防疫计划
中，涉及冬奥会的人员实行全流程、全
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这也给杨扬
的工作新增了不少量。

在2022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
十八）这天，杨扬拖着行李箱，进入了冬

奥会闭环管理。这一去，就是一个月。
冬奥会开幕前，杨扬的日程十分紧

凑，对于记者的采访，也是集中在休息
时段里逐个进行。不同于开幕式当晚的
神采奕奕，视频中的匆匆一瞥，杨扬的
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疲态。“在筹备过
程中，奥运村的设计，包括吃住行、训
练比赛，凡是和运动员相关的，组委会
都会来征求运动员委员会的意见。”

受疫情影响，一些国际航班处于熔
断状态，那么一些运动员如何来，正式
比赛前的测试赛怎么进行等等，就需要
大量的协调工作。杨扬举例说，“我们
虽然出了《防疫手册》，但需要定期地
与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进行线上沟通。一
方面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另一方
面大家对于防疫手册的理解也不完全一
致，一些媒体解读不准确更容易引起运
动员的误解。所以我们这种线上沟通和
及时答疑就非常有必要。”

2008年，北京举办了夏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2022年，北京举办了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拥有双奥之城，令中
国人为之骄傲，而更值得骄傲的，是为
什么中国拥有双奥之城？因为能举办奥
运会不仅要有雄厚的综合国力，而且要
有完备的体育综合设施，还要有稳定的
国家政局及良好的治安环境等。

即便如此，在北京冬奥会前，还是
有一些国家跳出来发出一些杂音。对
此，杨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动回应
这一话题。“我们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说明体育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其实我自
己参加冬奥会时也遇到过类似挑战，所
以我特别理解现在运动员的心情。”

杨扬参加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是
2002年，正好是2001年的“911”事
件刚发生后，有声音说盐湖城奥运会可
能会成为恐怖分子的另一个目标，去的
话要冒着生命危险云云。“结合我自己
的经历，我知道全世界运动员对奥运会
的备战心情，是会排除万难，一定要到
北京来的！”

与此同时，北京冬奥组委也做了充
分的前期工作以支持运动员，让他们来
到北京参加奥运会，实现他们的梦想。

这几天，杨扬欣喜地看到，各国运
动员的梦想正在北京的奥林匹克赛场上
不断成真。

■ 相信体育的力量

2015 年 7 月，马来西亚吉隆坡，
作为北京申冬奥代表团成员，杨扬挺着
6个月的孕肚，见证了第24届冬奥会
的举办权最终花落北京。

6年工夫，足以把杨扬的申奥小公
主变成一个爱臭美的豁牙小妞。公众面
前的杨扬明艳干练，而面对女儿时的舐
犊情深如每一位母亲，“每次看到你在
冰面上快乐滑行，都好像看到我小时候
的模样……”

1984年冬天，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汤原县的业余体校教练到小学招生，二
十几个小学生被叫到冰场试训。那是8
岁的杨扬第一次上冰。当时教练在她后

面说了一句：这孩子脚脖子真硬！从此至
今，她与冰雪运动再没有分开。

退役后，杨扬将家安在了上海。随着
冰雪运动的南展西扩东进，上海这座南方
城市的冰雪激情也被点燃，据统计，
2021 年上海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次已达
280万。

2019年初，杨扬及其团队在黄浦江
畔、东方明珠电视塔下搭建起上海市首个
大型户外真冰冰场。

在上海建户外冰场的理念既新鲜又充
满挑战，问及初衷，杨扬回忆道：“12年
前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首次参观城市中心
的户外冰场时，我体会到这样一场冰雪盛
会，让城市的冬天变得非常生动。后来在
国外出差时，我又看到诸如伦敦博物馆、
米兰大教堂等世界著名景点都有户外冰
场。甚至像摩纳哥等热带地区的沙滩上，
到了圣诞期间也会有冰雪活动……”

冬日夜晚，东方明珠电视塔的霓虹灯
下，孩子们在冰上欢快地飞舞，重心不稳
的大人们则被孩子带上冰，小心翼翼地探
出脚……这样的场景，正是杨扬希望看到
的冰雪运动的今天和明天。“要知道，‘三
亿人上冰雪’，是中国申办冬奥会时向世
界作出的承诺。”

对于北京冬奥会来说，硬件只是基
础，真正让运动成为一种文化，需要更多
人的参与。“接下来，我会通过更多渠
道，呼吁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在后冬奥
时代，让更多人爱上这一运动。”在此期
间，杨扬通过各个社交平台，“喊话”公
众参与冰雪运动，再去看比赛，“你一定
会拥有不一样的观赛体验。”

杨扬自己从体育运动中收获的，不仅
是闪亮的奖牌，更多的是不断突破的拼搏
精神和不断尝试的意志品质。

退役后的这些年，她做了好几件特别
想做的事。创立体育公益基金是其中一
件，这个项目面对在全国注册的专业运动
员，以帮助其在退役后拥有转型发展的机
会。“这也是国际奥委会的项目，在运动
员职业转型这块，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
有这样的困惑。”

如何将运动赛场能力转化为职场能
力，杨扬认为这不光是运动员群体自己努
力能够完成的，还要有相应的理念，要有相
应的企业，“我一直不认为运动员的职业转
型是社会的负担，在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
的迈进中，用好体育人才，是必修一课。”

体育运动所必需的意志品质，也是下
一代青少年成长中应当具备的。2013
年，杨扬创立了冰上运动中心，培养了许
多热爱滑冰的青少年，她希望下一代人在
运动中学会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团结队
友、勇于承担责任的能力。她的运动理念
一言以蔽之：“运动是整体能力的提升，
而不是某种技能。”

即便是能力，也并不空泛，在杨扬眼
里，那更是很具体的表现，“比如发生突
发情况时，身体的灵敏度、韧性、心理状
态等，这些不光是在运动中，在人生的很
多时刻都能派上用场。”

杨扬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标准的运动
家庭。每逢假日，黄浦江畔的滨江大道
上，常常会出现一大两小骑行的飞扬身
影。杨扬自豪地介绍，10岁大的儿子跟
着她骑行30公里不成问题，6岁的女儿
也可以骑行15公里。

职业生涯中的奋进与拼搏，对体育事
业的奉献与付出，与杨扬对体育的坚定信
念有关，“体育有种力量，它让我变得更
积极，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它还可以让这
世界变得更好。”

奥林匹克实际上是一个美好世界的象
征。就像一个奥运村用两周时间把全世界
的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运动
员聚在一起，虽然有竞争，但不是用冲突
的方式，最后能够相互尊重，很多竞争对
手最后拥抱在一起，这是想见到的人类最
佳状态。

“体育是种打开，这种打开不单是我
们中国向国际打开，也是世界向中国打
开。对于个体来说，因为疫情，全世界很
多地方很多人都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当
他们看到运动员能够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
下坚持这四年，最后在赛场上表现出那高
光一刻，这就是奥运会的价值。”

2022年的 2月，运动员们在赛场上
紧张拼搏着。幕后的杨扬每一日也在紧张
忙碌着，但她是充实的，是快乐的，因为
她能将她相信的体育力量，通过大家的努
力传递给更多人，一起为2022年的北京
冬奥会留下更多难忘的故事。

杨扬：世界冠军的冬奥新事
本报记者 韩雪

“她笑起来可真好看！”与李妮娜
相遇，很多人总是忍不住被她那自
信、甜美的笑容所吸引。

在大家眼中，她是飞翔在国际赛
场上的“冰雪公主”，是我国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世锦赛三连
冠选手；在光环背后，她乖巧率真如

“邻家小妹”，有简单的快乐，也有爱
追星的小女孩心思。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前夕，
李妮娜的头衔又增加了一项：北京冬
奥组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从运动
员到申奥大使再到冰雪教练，李妮娜
与冬奥“缠绵纠葛”的17年，灿烂
如往昔。

■ 荣耀征途上的疯狂打
卡：57与26

20多年前，当李妮娜第一次走
上雪场，接触滑雪项目时，从没有
想过有一日可以在国际赛场登上最
高领奖台，看到国旗升起，聆听国
歌奏响。

稳定的发挥、高质量的动作、优
美的空中姿态……她更像是现实版的

“艾莎”，而其真正名扬赛场，还要从
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说起。“我第一
次拿世界冠军，非常戏剧化。”

在当时的女子自由式滑雪项目
中，一名澳大利亚运动员因辉煌战绩
一直被中国国家队运动员视为“神
级”对手，李妮娜不巧与她狭路相
逢。作为同场竞技的参赛选手，当李
妮娜先行出发跳下，还没来得及为自
己的成功落地激动时，澳大利亚运动
员随即也成功完赛。这给李妮娜泼了
一盆“冷水”：完了，自己又是第二
名，对手肯定夺冠了。

没想到的是，分数出来后，李妮
娜竟然排名第一！第一次夺得世界冠
军就经历了如此戏剧化“反转”，这
让李妮娜感慨连连，也给了她极大的
信心。“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没有谁
是不可以战胜的！我们打败了‘神’
一样的对手，说明我们也有成为神的
能力，没有必要去惧怕谁。”在实力
与信心加持下，李妮娜就此开启了在
冰雪赛场上的荣耀征途。

57 枚国际比赛奖牌、26 枚金
牌！在“打卡式夺牌”的职业生涯
中，李妮娜一度成为国际雪联空中技
巧项目中获得奖牌最多的女选手。如
她所说，站上世界领奖台，最想做的
事就是让世界多看看五星红旗。

运动员职业生涯里的每一次比
赛，都十分珍贵。2010年温哥华冬
奥会上，李妮娜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
流泪，那年她决定退役。在最后一场
比赛成功落地后，“一刹那，仿佛所
有东西都结束了，我呈现了我最完美
的一跳。所有过去的种种全部在脑子
里过了一遍，眼泪就唰地流了下
来。”那一次的流泪不是难过，而是
释放。

职业生涯的谢幕之战，原本可以
就此完美结束，但2014年，李妮娜
再度复出征战索契冬奥会。

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比
赛日，伤愈复出的李妮娜，在旋转
翻腾后，重重地跌在雪坡上，随之
摔落的还有她近在咫尺又难以企及
的梦想，最终没能在自己的第四届冬
奥会上摘得奖牌。告别时刻，她站起
身，以一个微笑作为自己冬奥生涯的
收官。

“索契冬奥会对我来说来之不
易，这一路走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哪怕最终结果不好，也是我当时能力
范围内能做到的最好结果了。我当时
的微笑就想向世界证明中国运动员的
精神，展现中国运动员的自信，即使
跌倒了，也可以再爬起来。”

■ 退役后的多重身份：“切
换”备战

离开赛场，李妮娜选择了留在离
它最近的地方。退役后的李妮娜迎来
她的第一个新身份——2015年，李
妮娜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形象大使，
参与了所有申办工作。当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说出“北京”那一刻，在吉
隆坡的李妮娜泪水夺眶而出，那种激
动不亚于“拿到一枚奥运金牌”。

在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
之后，李妮娜选择继续与奥林匹克冰
雪的缘分。她入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带领青年队参加国内
外比赛。

7年间，李妮娜一直在多种角色
“切换”中备战北京冬奥会。“我时刻
记得我是代表北京冬奥组委会，代表
北京形象。在申奥的时候，我积极
参加申办冬奥的宣讲，希望能让普
通群众更加了解什么是冬奥会，冬
奥运动员都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励
志的故事。”

很多人面对“奥运”话题经常有
个大问号：这赛事跟我们有什么关
系？大家的疑问也在李妮娜心里埋下
了种子。

申奥成功后，李妮娜加入了北京
冬奥组委的冬奥宣讲团传播奥运精
神，跟她一起宣讲的还有很多基层工
作人员，这也让她找到了正确答案：
原来各行各业都能参与冬奥。“只要
你热爱体育，热爱冬季运动，想要发
挥自己的余热，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带
动周围关注冬奥会。”

随着冬奥脚步越发临近，赛前赛
后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但，到底要
准备什么呢？从前不久引发无数网友
热议的 600多道餐食到专业场馆建
设，每一环的准备都少不了奥组委运
动员委员会委员们的专业建议，李妮
娜也在其中。这些建议是用一个个十
分细微却又不能忽视的小细节拼凑出
来的，“比如说，有减肥、控制体重
等需求的运动员，就需要饮食偏素但
又有能量；为一些麸质过敏的运动员
精准提供类似无麸质面包等食品。包
括在赛场休息室，怎样摆放提供营养
品？各方面问题都需要设计、考虑。”

“我们在申办时的一个口号就是
‘以运动员为中心’，我们希望所有来
北京参加2022年冬奥会的运动员都
能像回到自己的主场一样，能够把自
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奥运赛场。”李
妮娜说。

2021 年 10月 19日，北京冬奥
会火种在希腊首都雅典正式由希腊奥
委会交接给北京冬奥组委。

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形象大使
的李妮娜，在雅典帕纳辛奈科体育场
接过火炬第二棒，成为北京冬奥会火
炬传递的第一位中国女性火炬手。“手
擎火炬的那一刻，我感受到沉甸甸的
重量。这重量是对我个人运动生涯、转
型后工作的认可和鼓舞，更是对我们
国家冰雪运动发展的肯定和赞赏。”

■ 履职清单上的关键词：
冬奥会

加强冰雪项目青年人培养和推

广，推广旱雪滑雪场、推动“三亿
人上冰雪”目标实现，推进体能课
程进校园、提升儿童青少年身体素
质，讲好运动员自己的故事、宣传
北京冬奥……从2018年至今，作为
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李妮娜，持续为
冬奥发声，一场场调研、一件件提
案、一条条建议，书写了一本厚厚
的履职清单。

“推广冰雪项目，宣传北京冬奥
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作为政协委
员的责任。希望通过我的力量，能
够让更多人去关注冬奥、参与冬
奥、助力冬奥，共同迎接北京2022
年冬奥会的到来。”李妮娜说。

推动“三亿人上冰雪”，不仅
是掷地有声的大国承诺，“大家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也体现了中国
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不断
提升的民族自信。”1月4日上午11
点，在政协北京市十三届五次会议

“我是委员”集体采访中，李妮娜
自信地说。此时，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倒计时进入最后30天，李妮娜身
穿红白相间的国家运动服，手举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飞扬”火炬，
身形笔挺地站在人前，再现招牌笑
容。

这 次 会 议 期 间 ， 李 妮 娜
“盯”上了冬奥遗产，而这也催生
了她的一句口头禅：“抓住冬奥契
机。”如何抓？抓什么？李妮娜一
直关注相关提案，并试图从中得
到启发，到底能留下多少奥运遗
产？该怎样留住奥运遗产？直到
这件 《借冬奥契机，打造延庆示
范区》 提案的出现。

“北京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雪车
雪橇都在延庆举办，奥运会之后，
必定会有许多滑雪爱好者来挑战冬
奥会赛场，这些赛场就成为‘网红
打卡地’。”在李妮娜看来，延庆区
应该抓住冬奥会契机，将相关硬软
件提升到位，并且做好后冬奥时代
发展，把延庆打造成冬奥示范区。

2月4日，冰雪欢歌耀五环，北
京冬奥会开幕了！

李妮娜又出现在了她熟悉的赛
场，为保障赛事忙碌着。那时常出
现的笑颜，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运
动员们的自信与精神，如李妮娜所
说：“2022 年，中国将通过北京冬
奥会向世界再次展现大国的自信与
担当。”说完，她习惯性一笑，自
信、亲切。

李
妮
娜
：
笑
起
来
真
好
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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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冬奥会首枚金牌获得者。

李妮娜：

北京市政
协委员，中国
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项目第
一个世锦赛冠
军获得者、北
京冬奥组委会
运动员委员会
委员、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国
家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队队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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