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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入最后一年，挑战和困难仍有很多。在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下，冬奥会筹办各项工作正重
新规划调整，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赛事组织。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中国“十四五”初期举办的重大
标志性活动，也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
神的重要契机。中国将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在第一个百年目标时间节点举行的北京
冬奥会，将极大提振民族士气、彰显民族自信。与此同时，北
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也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和全世界发展做
出新贡献。在世界动荡变革之际，北京冬奥会将传递出和平发
展的信号与合作共赢的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舞台。

“北京冬奥会把长期的、可持续的方案纳入不同项目的做
法，体现了人类团结一致对抗危机的精神。”巴赫表示，北京
冬奥会将成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在疫情挑战之下，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展相当顺利，这
几乎是一个奇迹。”近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用“奇迹”一词
来形容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进展。

北京冬奥会的“中国奇迹”，体现在赛事筹备的方方面面。
2020 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体育赛事带来严峻挑战。
然而，当2020年画上句号之时，北京冬奥会所有12个竞赛场馆
如期建设完工，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亦同步完成。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雪如意”、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等高颜值场馆相继
亮相，向全世界的冰雪运动员发出了盛意邀请。

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在场馆改造建设
和视觉形象设计过程中，中国元素格外亮眼。在崇礼赛区，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与越野滑雪中心和冬季两项中心通过栈道相
连，构成了“冰玉环牵手雪如意”的唯美景象；30个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体育图标采用中国传统的篆刻形式呈现，融合了冰雪
运动的形与神、中华文化的力与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
的中国印、金镶玉，2022 北京冬奥会所传递的中华文化力量，
将再一次惊艳世界。

北京冬奥会有中国范儿，更有科技味儿。去年年底，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跟随“嫦娥五号”登月旅行
并顺利返回地球，创造了奥林匹克与航天科技融合创新的典
范。不仅如此，在冬奥会竞赛场馆的建设和利用方面，诸多新
技术、新工艺同样属于“首创”。作为2008年奥运遗产的“水立
方”，将在冬奥会期间变身“冰立方”，成为全球首个集游泳和
冰壶比赛为一体的“冰水双栖”场馆；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
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冰丝带”建成了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
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规模创下世界体育馆之最，但用钢量仅
为传统屋面的1/4……

疫情之下，中国坚定兑现承诺、推进冬奥筹办的背后，是
一言九鼎的大国实力和大国担当。北京冬奥会各项工作有序进
行，为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信心。

近日，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极限运动会 X Games 冬季赛上，
17岁的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夺得两金一铜，成为首个
在该项比赛中夺冠的中国选手。自2019年正式代表中国参赛以
来，这名天才少女在世界赛场上崭露头角，成为中国自由式滑
雪项目的希望之星。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无缝衔接的中英表
达，更是赢得了各国冰雪迷的关注和喜爱。

竞技项目“夏强冬弱”、冬季项目“冰强雪弱”，曾是中国
冰雪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为契机，中国
冰雪运动补缺项、强弱项，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此，中国提出了实现冰雪运动项目全覆盖和北京冬奥会全项
目参赛的目标，推动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与55个小项的角
逐。要想在北京冬奥会上实现参赛项目翻番、109个小项全部参
与的跨越式目标，中国冰雪面临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巨大
挑战。两年多时间里，许多冰雪项目实现了“白手起家”，有的
项目跃升至世界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举
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在 2019—2020赛季国际赛事中，中国冰雪项目各国家集训
队取得的金牌与奖牌总数均超过上个赛季。中国冰雪健儿在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单板滑雪 U型场地
等优势项目上保持状态、争金夺银，并在钢架雪车、越野滑雪
等项目上取得突破。

受疫情影响，从 2020 年开始，面对国际赛事大范围取消，
训练、比赛规律被打乱的挑战，中国冬奥军团努力把疫情影响
降到最低，通过强化体能、组织队内模拟赛等方式，完成从

“精兵”到“冲刺”的关键任务。目前，覆盖北京冬奥会109个
小项的国家集训队已全部成立，备战选手从2019年底的1100余
人精简至500余人。在北京冬奥的冲刺之年，中国冰雪的精兵强
将正厉兵秣马，向冬奥会参赛目标发起冲击。

3亿人上冰雪 14亿人盼冬奥
——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一周年

本报记者 刘 峣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将迎来倒计时一周年。
站在时间节点之上，中国冰雪的脉搏越发强烈。回首来

路，北京冬奥从申办到筹办进展顺利，“中国速度”令世人瞩
目；面向前方，奥运圣火持续升温，“双奥之城”正静待八方
来客，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去崇礼吧，去亲眼见证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如何奋力
成为冬季运动强国的。”2019年，美国《纽约时报》将张家口崇
礼列为“全球最值得前往的52个旅游目的地”之一。冬奥筹办
几年间，崇礼——这个昔日籍籍无名的偏远小城，已跃升为令
中外滑雪者神往的“滑雪小镇”。

崇礼的蜕变，折射出北京冬奥会为产业腾飞和经济发展带
来的机遇。在申办冬奥会之前，崇礼仅有4家滑雪场。而今，这
座小城仅大型滑雪场就有7家，雪道已有169条。2018—2019雪
季，崇礼雪票销售超百万张，实现旅游收入20.5亿元。

冰雪发展的机遇让崇礼人端起了“雪饭碗”。如今，崇礼百姓每4
个人中就有1人从事冰雪运动相关工作，蜂拥而至的冰雪爱好者让
当地民众的钱袋子鼓了起来。2019年5月，崇礼实现脱贫摘帽。

被冰雪改变的不只是崇礼。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
中，北京冬奥会的带动和串联作用愈发凸显。中国通过筹办北
京冬奥会带动各方面建设，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
份优异答卷。

过去两年，京张高铁建成通车，从北京到张家口时间缩短
至1小时内。京礼高速建成，打通了北京至崇礼的便捷通道。畅
通的交通中枢动脉，将延庆、张家口纳入首都“一小时交通
圈”，也为滑雪爱好者铺就了实现“滑雪自由”的道路。数据显
示，京张高铁开通一年间，已发送旅客超680万人次。

冬奥会不仅联通和激活了北京同河北的冰雪经济和产业发
展，更催生两地在交通、环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更
多成果，实现“比翼齐飞”——来自张北的清洁能源输入北
京，让北京冬奥会成为奥运历史上首届全部使用绿色清洁电力
的奥运会；为满足赛事需求，北京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加
大各领域对张家口的帮扶力度，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
作用不断增强。

今年雪季，在北京工作的律师龙子鸣几乎每周都会带上雪
板、奔赴崇礼，在各大滑雪场中“自由飞翔”。

“我是从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开始‘入坑’滑雪的。”
龙子鸣说，过去受限于季节性和地域性要求，冰雪运动只能是

“冬季限定”和“北方限定”，随着冰雪产业和冰雪旅游的发
展，像她一样的冰雪爱好者有了更多选择。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不仅改变了中国冰雪运动的面貌，也
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生活。今年雪季，全国各地滑雪场人
潮涌动。经历了上一个冬天的等待，民众的冰雪运动热情得到
了极大释放。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的冰雪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国
坚持共享办奥、加快冰雪运动发展和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从
中受益的决心。

中国以冬奥会的筹办，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
的问题。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
强调大力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

如今，在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下，冰雪运
动在中国大江南北风靡普及，成为更多人的健身载体和生活方
式。随着冰雪运动“北冰南展西扩东进”的速度加快，“冰雪运
动不出山海关”的局面已成过往。中国南方不少地区的冰雪设
施如雨后春笋，浙江、贵州、湖北等地实现冰雪旅游人数年均
10%左右的平稳增长。

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冰雪运动热情的增长，带动中国
冰雪产业快速发展。《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1》 的数据显
示，预计2020到2021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次将达到
2.3亿，冰雪休闲旅游收入超过3900亿元。以冬奥会场馆群为依
托，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代表的冰雪产业新高地，将
在冬奥会之后保持热度，打造既有冬奥文化又具中国特色的体
育文化旅游项目。

巴赫认为，中国推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世界冰雪运动的
巨大变革。北京冬奥会的很多场馆将向冬季运动参与度越来越高
的中国民众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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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办过程展现“中国奇迹”

冬奥参赛备战“精兵”冲刺

交出本地发展优异答卷

3亿人上冰雪潜力释放

为中国和世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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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道速滑选手武大靖中国短道速滑选手武大靖 （（右右）） 在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中在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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