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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中国冬奥军团备战冲刺

（上接 1 版）上世纪初，中国人自主设计建
造的第一条铁路即连通京张。百余年，换了人
间，而今最高时速 350公里的高铁将北京、延
庆、张家口串连成线。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站在老京张线那段著

名的“人”字型铁轨旁，仰望苍山，两侧崖壁上各
有一段古长城遗址。那是中国张开的臂膀，向世
界发出盛情邀约——诸事已备，诚邀欢聚！

冬梦生长

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中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对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那天记忆犹新。1月 18日，伴随《我
的祖国》深情豪迈的乐声，花滑队 6 名主力队
员进行了训练汇报。他们拿出冬训的看家本领，
有的动作达到奥运难度。
“感到荣幸的同时，更感到使命在肩、责任

重大。我们需要扎扎实实走好备战工作的每一
步。”赵宏博说。

使命在传承。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赵宏
博搭档申雪为中国花滑赢得冬奥会首枚也是迄
今唯一一枚金牌。八年后的韩国平昌，他率队出
征，隋文静、韩聪在决赛场上演绎了师傅的经典
曲目《图兰朵》，以微弱劣势摘银。
冬梦在生长。
遥想申冬奥刚成功时，北京冬奥会的 109

个小项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中国此前从未开展
过。冰雪人把全项目参赛和取得历史最佳成绩作
为征战目标，确定了“扩面、固点、精兵、冲刺”的
备战方略。五年多来，冰雪运动基础不断夯实。
刚刚过去的“精兵”之年，各项目队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训练备战。花滑队通过视频与
外教保持联系，频繁组织队内竞赛；短道速滑队
策划了世锦赛模拟赛，去年底又举办全国锦标
赛，那是国内恢复的第一项全国性冰雪赛事。
在一些相对弱势的项目，曙光乍现。
新年伊始，1月 2日，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

和坡面障碍技巧运动员苏翊鸣完成中国单板史
上首个反脚外转五周 1800度动作。这个难度
意味着他达到了世界顶级选手水平。
同日，跳台滑雪国家集训队中，多人完成我

国自主设计建设的 HS140跳台首跳，其中宋祺
武成为中国首个跳过 140米的运动员。
尤为振奋人心的是，他们所在的河北涞源

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去年 12月刚刚启用，
建有世界最大、国内首座跳台滑雪专业风洞实
验室，能以世界最先进的训练方法帮助运动员
精准改进技术动作。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提升现代竞技体
育水平，既要靠气力，也要靠技力。
一年后就要踏上最重要的战场，号角已经

吹响，精兵离弦冲刺。
速度滑冰新锐宁忠岩目标直指冠军：“国家

给我们提供了很安全的训练环境，我的体能得
到很大提升，我对备战北京冬奥会充满信心。”
雪车运动员邵奕俊心潮澎湃：“作为南方孩

子，有幸加入冰雪项目大家庭。虽然我们起步
晚，但是要敢于亮剑。相信中国冰雪人自此之
后，当乘长风，破万里浪！”
气势如山，豪情似海。望山海关内外，溜冰滑

雪蔚然成风；看神州大地，全民健身热潮漫卷。
蓬勃发展的冰雪运动引得外媒瞩目。新加

坡《联合早报》网站及时跟进动态：“中共中央
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连两天考察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和训练备
战工作，强调中国要借此契机推广和发展冰雪
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要通过举
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
越式发展，补缺项、强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
强、群众体育弱和‘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正在得到落实。
黄土高原土坡变雪坡，宁夏吴忠市同心县

黄谷川滑雪场成为村里的新晋热门景点，雪场
连续两年对青少年进行免费培训；
西南山城冰火交融，两届中国杯世界花样

滑冰大奖赛为重庆培养出一众冰迷，市少年儿
童阳光体育冰球挑战赛、花样滑冰公开赛等从
无到有……
过去几年，《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

2025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
要（2018-2022年）》《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等陆续
出台，从政策层面为冰雪热再添一把火。
2018-2019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

2.24亿人次，规模产值达 8000亿元，以冰雪休
闲旅游为核心的大众冰雪市场正在形成。“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景走向现实。
这一宏大梦想也让巴赫为之激动：“北京冬

奥会的举办，不仅将为中国留下巨大遗产，对全球
冬季运动的发展也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

点燃光亮

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
迎着第一缕春风，踩着咚咚作响的鼓点，北

京冬奥会的脚步渐行渐近。
不久之后，火炬等将揭开面纱；下半年，冬奥

会口号公布；7月前，所有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完
工；10月，火种采集，而后视情况进行火种展示和
传递；开幕倒计时 100天前后，制服装备发布……
冬奥筹办已进入全力冲刺、决战决胜的关

键时期，筹办工作的重点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组织好赛事，“简约、安全、精彩”是新形势下
的办赛要求。
去年 11月，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

联合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决定，
将研究制定一个更适应当前形势的测试活动方
案取代测试赛。
各项工作克服困难如期推进，给国际奥委

会等多方吃下“定心丸”。国际奥委会原媒体运
行部主管埃德加认为，政府的有力支持对筹备
工作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国际雪车联合会主席伊沃经过实地考察，

对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赞不绝口：“我们看到了一
个准备出色的赛道。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之下，流
畅完美的组织工作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每个人都还记得 2008年夏天那个

激情盛会。北京奥运会很成功，我相信明年的冬
奥会依然会展现出和 2008年同样的高水平。”
无与伦比的北京之夏还鲜活存在于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主席班卡的记忆中。
从 2008到 2022，北京已然从奥林匹克运

动的顺应者蜕变为引领者。冬奥筹办在扎实践
行《奥林匹克 2020议程》的同时，也不断给变
革中的奥林匹克贡献中国智慧。
“竞赛场馆 100%使用绿色能源，二氧化碳
零排放的制冰技术等举措，都会让北京冬奥会
成为最‘绿色’的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
会主席小萨马兰奇对此赞叹不已。
这也是巴赫口中的“奥运新标杆”。疫情当

前，巴赫认为，北京冬奥会的标杆意义更加凸显。
“奥运会一直承载着一种意义，是世界团结
的象征。”他动情地说，“通过体育运动为一个更
具包容性、更好的后疫情时代做出贡献，这是国

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在面对这场新冠疫
情、面对后疫情时代，希望达成的目标。”
蓄势待发的北京，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中国担当、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中国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当前，国际奥委会支持所有有效
的防疫措施，因为这些措施的成功，让我们对成功
举办冬奥会更有信心！”希望之光在巴赫眼中闪烁。
希望之光也正在照耀运动健儿的前行路。
挪威代表团正积极备战。这个在平昌豪取

39枚奖牌的冰雪运动强国计划派出 300多人
的团队参加北京冬奥会，剑指奖牌榜前三甲。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美国人德弗朗茨在国

际奥委会执委会上表示对中国办好冬奥会有
信心，并认为美国代表团一定会前来参加。“加
拿大正在为参加北京冬奥会作准备。”加拿大
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兼秘书长舒德伟告诉媒体。
英国雪上运动协会首席执行官戈斯林向

新华社记者介绍，他们非常乐观地期待着北京
冬奥会的到来，这将是英国雪上项目有史以来
表现最棒的一届冬奥会。
不到长城非好汉，万里长城冰雪情。
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要

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光阴如梭，世界信任不变——
去年底的第九届奥林匹克峰会对北京冬

奥会的成功举办再次表达了信心。与会代表认
为，虽然受疫情影响，测试赛进行了调整，但冬
奥筹办进展“非常顺利”。
《五环旗下》杂志撰文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北京冬奥组委依然在按照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筹办冬奥会。从激励更多人参加冰雪运动，到举办
一届环保、可持续的冬奥会，中国正在兑现承诺。
时钟飞转，世界屏息倒数——
一年后，“双奥之城”英姿展，新标杆书写

新辉煌。这是彰显民族自信的又一舞台，是实
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契机。
一年后，冰雪为媒，长城为桥，奥林匹克大

家庭再聚首，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
鉴，共同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冬奥诠释。在
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宴中，更快、更高、更
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浴火弥坚。
一年后，“冰丝带”流光溢彩笑迎五洲宾

客，“雪如意”冰清玉洁静候运动健儿。北京欢
迎你！冬奥史上，将迎来又一个高光时刻，拥抱
又一段难忘岁月！（参与记者：王镜宇、高鹏、
沈楠、姬烨、马向菲、刘阳、卢羽晨、苏斌、李德
欣、张骁、伍鲲鹏） 新华社北京 2 月 3日电

飞扬“冰丝带”舞动“雪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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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新华社北京 2

月 3 日电自北京携
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以
来，冬奥筹办工作已
走过五个年头。尽管
在 2020 年遭遇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多方
面不利影响，但北京
冬奥组委扎实推进各
项筹办工作，向着为
世界呈现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奥运盛
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以下是北京冬奥

会申办及筹办阶段重
要事件：

2013 年 11 月 3
日 中国奥委会正式
致函国际奥委会，提
名北京市为 2022 年
冬奥会的申办城市。
北京市、河北省张家
口市联合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得到了中
国政府的支持。

2014 年 7 月 7
日 北京正式入围
2022年冬奥会申办候
选城市。

2015 年 1 月 6
日 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申办委员会在瑞
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
提交 2022 年冬奥会
《申办报告》。

2015 年 7 月
31 日 在吉隆坡举
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28次全会上，北京
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成立大会在
北京召开，标志着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组委会正式成立。

2016 年 7 月 31 日 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官方网站正式
上线。

2016 年 10 月 10 日 国际奥委会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在北京
召开第一次会议。

2017 年 2 月 27 日 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市场开发计划启动。
截至 2020年底，北京冬奥组委已成功签
约 38家赞助企业。

2017 年 3 月 20 日 北京冬奥组
委发布公告，首次面向全球招聘工作人
员。7 月，北京冬奥组委首次社会招聘
工作圆满落幕。

2017 年 北京冬奥会新建竞赛场
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开工。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
“飞跃”发布。

2019 年 2 月 19 日 北京冬奥组
委发布《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遗产战略计划》。

2019 年 9 月 17 日 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雪容融”面世。

2019 年 12 月 5 日 北京冬奥组
委发布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公告，计划招募 2.7
万名冬奥会赛会志愿者，1.2万名冬残奥
会赛会志愿者。截至目前，赛会志愿者
全球招募持续进行，报名人数超过百万。

2019 年 12 月 30 日 京张高铁开
通运营，北京清河站至张家口太子城站
仅需要 50分钟。

2020 年 5 月 8 日 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装备视觉外观设
计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2020 年 5 月 15 日 国际奥委会、
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同步发布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
性计划》。

2020 年 北京冬奥组委通过视频
方式，如期举办世界转播商大会、赞助企
业大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开放日等重
要会议和活动。线上发布色彩系统和核
心图形，线上公开征集奖牌、火炬外观设
计方案。

2020 年 11 月 北京冬奥组委、国
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
残奥委会共同决定，将研究制定更适应
疫情形势的体育测试方案，从而取代原
计划于 2021年第一季度举办的国际体
育测试赛。

2020年 12月 21日 嫦娥五号搭
载北京冬奥会展示品交接仪式在北京冬奥
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冬奥会会旗、会徽、
吉祥物等展示品在完成月球之旅后返回。

2020 年底 北京冬奥会所有竞赛
场馆完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与场馆同
步完成，达到测试赛要求。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正式发布。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记者林德韧、李
嘉、王楚捷)2021 年伊始，中国冬奥军团迎来
“开门红”。
17岁的中国选手谷爱凌在世界极限运动会

X Games冬季赛中，分别夺得自由式滑雪超级
U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比赛的金牌，还在大跳
台比赛中摘铜。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该项赛事
中夺冠。
男子雪上项目同样也有好消息，中国单板

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运动员苏翊鸣
在训练驻地长白山万达滑雪场完成个人也是中
国单板史上首个反脚外转五周 1800度动作。
这个难度使苏翊鸣达到世界顶级选手水平。
备战之路进入“冲刺”阶段，对于只争朝夕的

中国冬奥军团来说，这样的“好消息”，不嫌多。
经过“2018扩面”“2019固点”“2020精

兵”连续三年的努力工作，中国队相继实现了北
京冬奥会 109个小项“全项目开展”“全项目建
队”“全项目训练”的目标。从 2020年下半年
开始，各队伍进行了体能达标测试考核、开展了
中国冰雪体能大比武，各队伍体能得到了提升。

受疫情影响，全球体育赛事在 2020年一度
陷入停滞，在国际比赛机会不足的情况下，各支
冰雪运动国家队组织了各类对抗赛、模拟赛、
挑战赛。
去年 10月初举行的“国庆冰雪乐——中

国冰雪国家集训队队内系列对抗赛”，把夏季
旱雪训练、水池训练、气垫训练、跳草训练转
化为专业比赛，为运动队提供了更多实战锻
炼机会。去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举办国际滑
联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杯比赛，运动员
竞技状态恢复、训练成效初显；在前不久结束
的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全国短道速滑冠军
赛上，老将新人各有出彩，18 岁小将朱祎玎
更是打破了男子 1500 米全国纪录。单板滑
雪方面，U型场地项目名将刘佳宇和蔡雪桐的
备战均稳步进行，在北京冬奥会上有望再度向
奖牌发起冲击。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封闭训练成为各

支冰雪运动队伍冬奥备战的主旋律。中国花
滑队总教练赵宏博介绍，中国花滑队自去年 3
月世锦赛取消后就一直在封闭训练，虽然疫情
对队伍本来的训练、参赛和编排计划有一定的
影响，但整体上还是保证了系统的训练和有序
的冬奥备战。
“我们的整体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到位，运动
员封闭训练虽然寂寞点，但我们绝不能松劲，
冬奥会是重中之重，世锦赛是冬奥会的资格
赛，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备战。”赵宏博说。
“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我一定会用最大的激
情和斗志去备战，每天都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希望在

家门口拿金牌。”短道速滑选手任子威说。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新一代领军人物，任子

威曾多次在世锦赛中夺得奖牌。在 2020-
2021赛季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中，他获得了男
子 500米冠军。
任子威说，疫情暴发后国家队进行了长时间

的封闭集训，自己也在不断调节心态和竞技状态。
最近的比赛是在今年四月，届时短道速滑国家队
会进行重组，把最终的冲刺人员名单定下来。
目前，冰雪项目国家队分别在北京首钢、延

庆，河北承德、张家口、涞源以及新疆、甘肃、内
蒙古、吉林等地集训，按照“每天都是奥运会”的
要求，进行实战模拟演练。
高水平的背后少不了科技硬实力的支撑。从运
动员参赛服装、器材到研究天气、环境温度、湿度等，

科技已经渗透到冬奥备战的方方面面。
2020年 12月初，河北涞源国家跳台滑雪

训练科研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其中两个体育风
洞的建成，对运动员训练是极大的助力。据介
绍，风洞不仅能够使有效训练时间延长，而且还
可以不受天气状况、季节影响。以往没有专业
风洞时，不仅运动员要依靠国外基地训练，就是
比赛训练用服装面料的选材、测试效果都需要
到国外进行实验，十分不便。

中国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领队张蓓对风洞
训练的成果印象深刻。“通过风洞训练等科技助
力和科学训练，我们希望越野滑雪超长距离、女
子团体接力等项目能在一年多以后的北京冬奥
会上有所突破，力争好成绩。”张蓓说。
在江苏溧水，一座国家冰雪极限运动训练

基地也正在建设中，这里建成后将是符合奥运
规格的室内滑雪 U型场地，助力四方共建的单
板滑雪国家集训队训练。
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提出“五

精”：打造精锐之师、锻造精勇之士、明确精准目
标、抓实精细训练、强化精致保障。
虽然受疫情影响，中国军团的备战节奏受

到了很大干扰，但各支队伍都在围绕“五精”全
力以赴，无论是辽宁、黑龙江等传统冰雪大省，
还是江苏、上海等南方地区，都在积极参与冬
奥队伍训练、场地、保障等各方面工作。
对于冬奥，运动员们满怀期待。花滑名将

隋文静说：“希望我们可以在冬奥会上发挥出
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理想的成绩，我觉得那
是给这场盛会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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