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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奧會開幕后，吉祥物“冰墩墩”徹底
火了。商場排隊五個小時只為一“墩”，外
國記者甚至改名“墩墩”傾情“帶貨”，讓
“冰墩墩”設計團隊負責人曹雪直呼“始料
未及”，而“冰墩墩”的爆紅也帶來啟示與
思考——如何用設計語言講好中國故事？設
計如何助力“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
記者 2 月 7 日專訪了“冰墩墩”設計團隊負
責人、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曹雪。

全球各地人士競相購買
這幾天，在冬奧閉環裏，冬奧特許商店

門前總是排起長龍，全球各地人士競相購買
冬奧吉祥物等特許商品。而在冬奧閉環外，
冬奧特許商店排隊的中國顧客也是一眼望不
到頭。在北京王府井的冬奧會特許商店，為
了買到“冰墩墩”，不少顧客在寒風中排隊
數小時。

與此同時，不少運動員、記者和冬奧會
官員的心都被“冰墩墩”俘獲，紛紛自願“帶
貨”。日本記者甚至改名“義墩墩”為“冰
墩墩”代言。

“冰墩墩”設計團隊負責人、廣州美術
學院教授曹雪說，自己的兒子去廣州的特許
商店購買也失望而歸。雖然從一開始就對自
己團隊的作品很有信心，但他對“冰墩墩”
如此爆紅感到“始料未及”。

“冰墩墩”為什麼能“征服”世界？
曹雪說，“冰墩墩”受到大家的歡迎，

其中重要的規律就是“對比統一”。
“硬與軟，透明與不透明，黑與白，

冰絲帶五環顏色的色彩對比，都實現了視覺
審美層面的對比統一，但同時又做到了一舉
兩得，做成衍生品也會帶來不一樣的觸覺體
驗。”曹雪說。

“冰墩墩”和歷屆奧運會吉祥物不一
樣，不是單一材質、單一觸覺體驗，堅硬的
冰殼包裹著一個毛絨的熊貓，用曹雪的話來

說——冰殼之下有一分“暖和軟”，“人們
在寒風中等待就是為了最後手中能捧上一份
溫暖”。

曹雪希望，“冰墩墩”能夠超越冬奧會
的時空限制，將藝術生命延伸更遠。“今天

一大早看朋友圈，好多人開工了發照片，把
‘冰墩墩’放在辦公桌上，我覺得它已經超
越了一個奧運會吉祥物本身（的含義），這
也是我們最初的設想，希望它的藝術生命能
夠延伸。”他說。

好賣才是硬道理
曹雪認為，“冰墩墩”的走俏，無疑是

一個產品在商業上的成功，但這種成功對其
文化性和藝術性的表達也非常重要。

“熊貓是文化元素本身，怎麼樣把它變
成讓人喜愛的熊貓就是好故事的開始，終極
的表現就是商業性。好賣是硬道理，如果這
個吉祥物不可愛，我們就會陷入自說自話和
自娛自樂。”曹雪說。

其實，“冰墩墩”的熱銷，也可以看做
中國“國潮”崛起的又一個生動樣本。曹雪
認為，“國潮”不是中國元素的簡單拼貼，
而是要把中國的歷史文化融入設計的 DNA，
才能生長出真正的“國潮”。

“從國畫、京劇這些國粹開始，我們
看世界和進行表達是不一樣的，不能表面
化地把中國文化理解成中國元素，曾經有
人說是不是要給‘冰墩墩’加上長城、華
表這樣的元素。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的設
計語言和講故事的方式就太單一了。做‘國
潮’要真正地讀懂中國，‘向過去要未來’。”
曹雪說。

設計能夠“四兩撥千斤”
曹雪認為，設計是最為直觀的講故事

方式，“冰墩墩”借助奧林匹克的平台講
出了中國故事，其實不管是建築設計、室
內設計還是工業設計，都可以講好中國故
事。通過設計這門通用語言，會讓世界更
加讀懂中國。

近年來，“中國製造”在海外越來越受
歡迎，而設計與科技創新一樣，是助力“中
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的關鍵因素，“冰
墩墩”的爆紅，也讓人看到了“設計力”帶
來的能量。

“設計能夠‘四兩撥千斤’，因為設計
的終極內核是哲學，不管東方西方，哲學是
相通的，它能夠穿透一切。”曹雪說。

 新華社

廣州團隊設計的冬奧會吉祥物征服了世界

“冰墩墩”火了！

【本報北京訊】 築夢冰雪，同向未來。
2022 年 2 月 4 日晚，舉世矚目的第二十四屆
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在中國國家體育
場隆重舉行。幾公里外，身“披”22 條“冰
絲帶”的國家速滑館，在夜空中散發著奪目
光彩。

國家速滑館標誌性的“絲帶”狀曲面玻
璃幕牆，由 1.2 萬塊寶石藍色的光伏發電玻
璃拼接而成，不僅展現了靈動的現代建築之
美，還兼具高效的發電性能。這些發電玻璃，

是由明陽集團旗下的中山瑞科新能源有限公
司（下稱“中山瑞科”）為國家速滑館量身
定制的。

國家速滑館於 2021 年 1 月成功完成首
次製冰，12000 平方米的世界最大冰面採用
二氧化碳製冰，安裝在屋頂的 1.2 萬塊光伏
發電玻璃共同組成了一套建築一體化的光伏
電力系統，為整個速滑館制冰系統提供源源
不斷的清潔電能。

 何偉楠 曾毅峰

【本報廣州訊】 2021 年 9 月 8 日，中
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開展營商
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把廣州作為首
批國家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城市之一。日前，
廣州制定出台了《廣州市建設國家營商環境
創新試點城市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
啟動營商環境 5.0 改革，以“激發活力”為
主線，為企業創新發展鬆綁減負。

根據《實施方案》提出的目標，廣州
力爭通過 3 至 5 年的努力，建成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城市，營商環境國
際競爭力躍居全球前列，成為全球資源要素
配置中心，以及全球企業投資首選地和最佳
發展地，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成果，打
造中國優化營商環境“策源地”和“試驗田”。

《實施方案》從進一步破除區域分割
和地方保護等不合理限制、健全更加開放透
明規範高效的市場主體准入和退出機制、持
續提升投資和建設便利度、更好支持市場主
體創新發展、持續提升跨境貿易便利化水準
等 10 個方面提出 40 項重點改革任務、223
項落實舉措、76 項特色舉措。

其中提到，廣州將率先實施“一照多
址”“一證多址”改革，並探索企業生產經
營高頻事項跨區域互認通用，積極推動數字
證書、電子證照、部分產品跨區域流通檢疫
申請流程等企業生產經營高頻許可證件、資
質資格等，在試點城市間率先互通、互認、
互用，為市場主體提供便利，為構建相互開
放、相互協調的有機市場體系探索經驗。

為健全更加開放透明、規範高效的市
場主體准入和退出機制，廣州還將率先實施
市場准入“極簡審批”。 打破“准入容易
准營難、辦照容易辦證難”的隱性壁壘，建
立簡約高效、公正透明、寬進嚴管的行業准
營規則，更將明確要打造開辦企業更便捷更
智能城市。 黃舒旻

廣東誕生中國首個
萬億工業強區
每平方公里工業用地產出首超百億元

【本報佛山訊】 廣東誕生中國首個萬

億工業強區。佛山市順德區工業總產值首

破萬億元大關，成為中國首個工業超萬億

的市轄區。

2 月 6 日，順德發布 2021 年經濟運行
情況數據，該區工業總產值達 11421.6 億元。
其中，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 9692.68 億元，
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10.5%，規上先進
製造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8.5%。

數據顯示，順德全區工業用地僅 111
平方公里，此次工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元，意
味著該區平均每平方公里工業用地產出首超
百億元，達 102 億元，成為製造業高質量發
展的新樣板。

製造業的高產出支撐了區域經濟高質
量發展，順德去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首次超
過 4000 億元，繼續居中國市轄區前列。

作為製造重鎮，順德始終堅持工業立
區不動搖，培育了家用電器、機械裝備兩個
3000 千億級產業集群，湧現美的、碧桂園
兩家世界 500 強企業，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發
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近年來，順德緊緊抓住科技創新“牛
鼻子”，深入推進製造業轉型升級。過去 5
年，順德平均每天至少新增 1 家高新技術企
業，目前全區高新技術企業存量達 2886 家，
全區研發經費投入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
4.19%，穩居中國縣域前列。

立足工業萬億新起點，順德正實施
產業“六大倍增”計劃，包括加快新一代
電子信息、機器人、先進材料等產業集群
建設，力爭用 5~10 年時間培育 4 個千億
級產業集群，奮力建設高質量發展先行示
範區。

 蔣曉敏 劉嘉麟

1.2萬塊寶石藍光伏發電玻璃閃亮北京冬奧會

粵製造為速滑館
披上“冰絲帶”

廣州實施
營商環境 5.0 改革
建設首批國家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城市

北京 2022 年冬奧會吉祥物“冰墩墩”。 新華社發

國家速滑館的 22 條“冰絲帶”是由中山企業研發製造的 1.2 萬塊光伏發電玻璃拼接而成。 明陽集團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