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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即将闭幕的北京冬奥会
举办了花样滑冰表演赛。赛场上是

“对手”的中国选手金博洋和日本选
手羽生结弦此时却大有惺惺相惜之
态，一个“梦幻联动”地默契同步“跪
滑”，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赛上是对手、赛下是朋友，这样
的动人瞬间，在北京冬奥会上频频
出现。

“Taotao，I'm proud of you!（桃
桃，我为你骄傲）！”在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决赛中，“四朝元老”徐梦桃以
108.61的高分夺冠，第一个冲上去抱
住她的人，是最后出场却无缘奖牌的
美国选手阿什莉·考德威尔。那一刻，
一切的祝福、友爱都融在那个温暖、深
情的怀抱中。

“没有多少运动员会在输掉一场比
赛后，还能向对手赠送礼物表示祝福，中

国冰壶运动员凌智、范苏圆就做到了这一
点。”奥林匹克信息服务系统盛赞过这样一
段运动员间的佳话。

那是在冰壶混双循环赛中，由范苏
圆、凌智组成的中国队以 5∶7惜败美国
队，赛后的范苏圆、凌智却主动走向自己
的对手——美国冰壶组合佩辛格、普利
斯，并赠送精心挑选的礼物。

打开一看，竟是四枚精致的冬奥徽章，
普利斯兴奋地拿到镜头前展示着。“实在是
太酷了！中国同行展示了他们超赞的体育
精神！我还没收到过这样的礼物，它们会让
我一直记住这场比赛。回国后，我会一直把
它们放在办公桌上。”赛后的当晚，他们又
立刻为范苏圆、凌智回赠了礼物。

在北京冬奥会的竞技场上，温暖时刻
在运动员之间流动！他们用行动告诉了大
家一句话：奥林匹克的大家庭里，有竞技，
更有爱！

▶▶▶友情篇

有竞技，更有爱！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的训练场馆，基
础设施副经理曾晟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轻轻一点，场内的灯光便迅速调低了几
个亮度。记者凑上前看到，单单是场景一
栏便设置了23个选项：专业比赛级别、
业余训练级别、国家TV级别等。

曾晟笑着介绍：这个场馆是北京冬
奥会期间女子冰球的训练场地。它在设
计之初，便考虑到了奥运会级别赛事和
大众娱乐健身的双重使用。

“我们这个冰场和其他6个冬奥会
新建冰场一样，全部使用了二氧化碳制
冷技术，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的节能减排
相当于 3900辆汽车全年的碳排放总
量。”曾晟说，这样自带“环保属性”的场
馆，自然会在赛后进行充分利用。赛事结
束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对大众开放，让
他们感受奥运冰场的环境和魅力。

在本届冬奥会上屡破奥运纪录、

世界纪录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记者
在现场体验时，不仅看到了“最快的冰”
名不虚传的实力，而且丝毫感受不到

“冷意”。
原来，每层阶梯后方都有一个灰色

的通风口，这是场馆采用的分区域送暖
的技术，能够保证观众在不同的地方，
感受到的都是舒适的温度。如此人性化
的设计和漂亮的场馆，同样会在赛后
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个场馆可以供市
民进行各类的冰上运动，它将是一个集
体育赛事、群众健身、展览展示等“多重
身份”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场馆。

而无论是五棵松体育中心还是
“冰丝带”，它们都只是众多场馆赛后
利用的缩影。这些地标性建筑将会成
为冬奥会后丰厚的奥运遗产，激励更
多人参与冰雪运动，感受速度与激情
的无尽魅力。

▶▶▶场馆篇

与大众健身“无缝衔接”
本报记者 徐金玉

随 着 2022 冬季
奥运会唯美地拉上
帷幕，作为幕后英
雄、为冬奥运动健
儿服务的冬奥村
中的数千名工作
人员，展露出他
们大义、华丽、
温婉、芳馨的
真实容颜。2
月 20 日 ，
记者连线
采访了

曾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村副村
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
席、延庆冬奥村村长程红，听她讲述了冬
奥村背后的故事。

在长达30天的冬奥村闭环服务工
作中，程红最难忘怀、感受最深的就是

“使命、光荣”两个词。“神圣的使命，无
上的光荣，艰巨的考验，坚毅的前行，这
些使我多次想到了电影《长津湖》中的
主题曲歌词。”程红说。

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的盛会，同时也
是文化交流和交融的一个大平台。特别
是对于东道主城市来说，奥运会是展示
和推广文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历史契
机。作为“双奥之城”的经历者、亲手操
办者，在做好基础服务工作的同时，程
红考虑最多的就是借助冬奥会这个平
台，如何讲好中国文化的故事。

“北京是一个具有3000多年建城
史、86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在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文化展示
方面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这次借助
冬奥会这个平台，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文
化的故事，这是筹备过程中一直在考虑
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程红说。

据介绍，在延庆冬奥村的筹备过
程中，在景观布置、房间装饰、活动安排
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来展示
中华文化的特色。比如有一个专门的区
域用来展示悠久的中华文化，包括万里
长城微缩模型、有传统特色的工艺产
品。同时，专门有一个区域集中展示中
医药。在这个区域，运动员不仅可以借
助现代信息技术辅助，很好地体验中华
的健身功夫。同时，还展陈了100本100
年以上书龄的中医古籍善本。年龄300
多岁的《本草纲目》古籍之中，有一页还
专门呈现青蒿素的图像，以充分展示中
华传统中医药的科学内涵。

让程红印象很深的是，许多运动
员来观看、体验以后，深深感到中国的
中医药了不起。冬奥村运动员中已有

很多的“中医药迷”、中医药的粉丝。
在景观设置方面，延庆冬奥村把

文化元素和奥林匹克元素的融合体现
在方方面面。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就
是在混采区的“冰长城”。

按照相关规定，媒体记者必须在
两米之外采访运动员，如何有效保障
媒体采访运动员时的疫情防控风险？
程红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文化展示、
地方特色和防疫功能有机结合的“冰
长城”。

“长城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标
志，也是北京七大历史文化遗产之首，
在世界上也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冰雕
艺术是延庆当地备受百姓欢迎的一种
民间艺术。用龙庆峡的冰块雕刻出高低
起伏并有一定宽度的冰长城作为采访
隔离墙，不光是好看漂亮，核心是它还
有非常实用的功能。有一定宽度的冰长
城再加上两边的距离，恰巧能够提醒媒
体记者一定要与运动员保持合理的安
全距离。”程红说，这座文化展示、地方
特色和防疫管理三合一相结合的冰长
城矗立在我们的小广场里面，既美观又
有防疫提醒，深受各方高度赞赏，是出
现在各国媒体镜头中的高频图像。

在活动安排方面，延庆冬奥村也
非常注重中华文化的这种体验和浸
润。“冬奥期间恰逢中国的春节和元宵
节。在春节我们给英国等各代表团，
提供了几百副的对联纸和笔墨，由我们
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教他们，运动员也非
常认真地书写，之后也非常高兴地把对
联都张贴出来，村子里面充满了浓郁的
中国春节的氛围。”程红说，到了正月
十五，我们志愿者利用工作休息时间排
练了舞龙舞狮表演，当天在整个村子里
面进行巡演。没想到许多运动员和官员
都非常兴奋，纷纷加入舞龙的队伍，有
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舞狮头，对中
国文化中蕴含的集体主义、协同精神有
了切身感受。

用中国文化元素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文化元素讲述中国故事
——“双奥”村长程红讲述冬奥村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春莉

2 月
20日，“中
国 队 金 牌
九宫格集齐
了”的话题一
直霸屏热搜
榜。9 金 4 银 2
铜的成绩，刷新
了中国代表团
在单届冬奥会夺
得的金牌数和奖
牌数两项纪录，创
造了中国代表团参
加冬奥会以来的历
史最佳战绩！

回顾这段旅程，
这里有“永远可以相
信短道速滑队”的铮铮
誓言：被称为“王者之
师”的短道速滑队，不负
众望地在正式开赛首日
夺得中国首金——混合
团体接力冠军，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赢得“开门红”。
接下来，他们的发挥势如
破竹：时隔两日，在男子
1000米决赛中，任子威、李

文龙包揽金银；在女子3000米接力A组决
赛中，短道速滑队姑娘们再为中国代表团
摘得一枚铜牌，这也是时隔12年后她们再
次在这个项目中登上奥运领奖台。一枚枚
沉甸甸的奖牌，展现了这个团队“冰上尖
刀”的实力和底气。

这里有“四朝元老”终圆梦的热泪盈眶：
徐梦桃、齐广璞奋战冬奥16年，从小将到老
将，他们将青春留给了赛场，终于用实力换
回了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荣光——分别荣
获自由式滑雪女子、男子空中技巧冠军，让
国歌在自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上激昂奏响！

这里有追梦人无惧伤病痛苦后的
“从不言弃”：24岁中国名将高亭宇，日常
就是往返于训练场与医务室，此次他斩
获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金牌，创造新奥运
纪录的同时，实现了中国男子选手在冬
奥会速度滑冰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隋
文静两条腿都做过手术，曾在术后40天

不能翻身，15年的搭档韩聪与她相互信
任与支撑，终于在双人滑比赛夺冠的那
刻热泪相拥；20 年无悔追求的贾宗洋，
双腿植入过多达 22颗钢钉和 2块钢板，
此次助力中国队斩获了空中技巧混合团
体一枚宝贵的银牌！

这里有“00后”小将们“冬奥首秀”的
惊艳亮相：17岁的苏翊鸣和18岁的谷爱
凌，两人分别摘得自由式滑雪项目的一
金一银和两金一银，“只要有目标，我就
会全力以赴，付出自己的全部”“去找到
自己的热爱、去享受，去把世界变得更
好”，他们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努力不会
骗人”，用自己的价值观为同龄人注入了难
以言喻的正能量！

中国代表团每一位成员站上赛场，他
们为国争光的信念，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于
体育精神的坚守，感动国人、感动世界，让
冬奥的美丽故事未完待续。

▶▶▶荣誉篇

未 完待续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大包小包，奔跑前进。冬
奥会上，每次看到同行，几乎
都是这样的状态。

记者们也相互调侃：“我
们不是在报道，就是在去报
道的路上。”

今天出发前，记者好奇
地把自己的背包放在体重
秤上一称——6.2公斤，每一
样都是必备工具：笔记本电
脑、移动硬盘、充电宝、自拍
杆、竞赛材料等。而这只是
文字记者的标配。一位合

格的摄影记者，必定是长枪短炮不离
身，脖子上挂着、胳膊上挎着、后背上
背着，甚至还要再拖一个行李箱，此
时的他们，更像是摄影界的“举重”运
动员。

每晚的十一二点，当大多数人已
入梦时，才是媒体记者坐车的高峰期。
结束新闻发布会时常已过了11点，由
于到场的记者很多，竞赛场馆前总是
排起长队，基本上都要等到第三四辆
车后才能挤上去，有时要在车上站个
40多分钟才能回到主媒体中心。

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有几个场景：

一次谷爱凌的混采结束已近中午1点，回
到媒体工作间的记者迅速进入紧张的写
稿工作中，从下午 1点到 4点，记者周边
的同行没有一位离开座位去吃午饭；在
某日夜间零点等车时，为了不耽误这几
分钟，一位女记者在冰冷的公交站旁席
地而坐敲击着键盘，另一位男记者迎着
寒风吃着一碗杯面，不知道这是他当日
的第几餐；还有一次，在半夜从清河高铁
站回主媒体中心的路上，一位站着的男
记者倚着背包打起了轻微的呼噜；在张
家口赛区，一位摄影记者为了近距离捕
捉运动员的精彩画面，爬到雪坡上拍摄，
一个重心不稳的他，从坡上跌倒滑落，所
幸无安全问题……

北京冬奥会是一届国际性的盛会，也
是一场媒体的盛会。境内外的记者汇聚于
此，他们和运动员一样，敬业地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常常忘记了严寒、饥饿、劳
累，努力用生动的笔触、鲜活的镜头见证
着盛会的精彩，将北京冬奥会每个美妙动
人的瞬间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记者篇

奔跑的新闻人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冬奥会闭幕式上，当现场播放短
片向志愿者们致敬时，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起身鼓掌，全场更是热烈欢呼。
那一刻，志愿者的青春力量再一次感
动世界。

去过张家口赛区的朋友都知道，
“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不仅是浪
漫的“绿色办奥”的体现，同时也是对
职业态度的考验。猎猎寒风和近零下
30℃的气温，只要你站上半小时，便会
双脚冻得失去知觉。看一场比赛下来，
会冻得牙齿打颤。

而在这样的赛场“站岗”，很多志
愿者一站就是 4 个多小时。“00 后”、
河北大学学生张思琦是摄影记者们
的“小助理”，开赛前一两个小时她
已到位，赛后直到最后一位记者采
访结束，她才会放心地离开。每个比

赛日的夜晚，她和小伙伴们都会成
为“雪人”代言人——眼睫毛、头发
结了霜变白了，帽子、口罩、眼镜上
也结了冰。

在奥林匹克（残奥）大家庭酒店，
语言服务助理、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四
学生王诗华有一份特别的礼物——
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亲自赠送的
奥林匹克徽章。这位精通俄英法三门
外语的大学生，不仅用温暖的微笑打
动了巴赫主席，同时向每一位到访的
外宾展示了中国青年的风采。“这是
一个体育和文化的盛会，也是很好地
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而语言不仅是
沟通的桥梁，也是拉近人心距离很好
的途径。”王诗华说。

为了冬奥会，这些“95后”“00后”
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第一次未能回家过

年 。每 次
记者 问 及
这 个 问
题 ，他 们 的
答 案 都 是 出
奇 的 一 致 ——

“值得！”
在这个国际盛

会 上 ，这 些 年 轻 的
志愿者们，用这抹蓝
色 ，让 境 内 外 的 参 与
者 看 到 了 活 泼 的 他 们 、
温 暖 的 他 们 、青 春 朝 气
的 他 们 、奋 进 的他们、可爱
的他们！

这是中国赛场上的青春力
量，他们在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岗
位上，闪闪发光！

▶▶▶志愿者篇

感动世界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康辉：请运动员落座观礼；运动
员：合影合影合影”；

“康辉：请运动员落座观礼；运动
员：咱们玩转圈圈吧”；

“康辉：请运动员落座观礼；运动
员：开心开心舍不得北京”。

央视主持人尼格买提发布的这条
微博，展示的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
闭幕式上的一则小插曲。从赛场来到
会场的运动员们，在闭幕式上久久不
愿离开场中央，他们跳着、转着、拍着，

早已超出了原本预留的13分钟，甚至
让经验丰富的主持人康辉都感觉有些

“失控”。但所有人都明白并理解，他们
是不舍得冬奥会，临别的舞台上，他们
多想让美好的时刻停得久一点！

总导演张艺谋介绍，闭幕式以运
动员为主体，为运动员、为会议流程服
务，因此，这场闭幕式是他们经过辛苦
训练和赛场拼搏后的欢庆聚会。

这一点，闭幕式做到了！而这个有
趣的“拖堂”互动，正是印证了北京冬奥

会的成功——运动员们有多不舍，便说明
他们此次行程有多享受和快乐。

“要感谢中国，可以在全球疫情如此
严峻的情况下，依然举办奥运会”“比赛
场地令人惊喜，太享受在这里的比赛了”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我剪了这辈子最
好的发型”“冬奥会以来，我大概吃了
200 个饺子”……他们点赞赛事组织有
力、场馆设施周全、服务细致贴心、中国
人民热情好客，他们纷纷主动撰写感谢
信，在社交媒体上担任“推荐官”，为全
球粉丝展现这个充分展示竞技体育、文
化魅力和友好团结精神的中国舞台。

北京冬奥会，见证了他们无数汗
水挥洒后的成果，呈现了体育竞技的激
情与快乐，也为运动员们留下了一辈子
难以忘怀的温暖记忆。这个冬天不冷，这
个夜晚注定无眠。

难说再见，那么就请一起向未来！

▶▶▶告别篇

难说再见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我们的冬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