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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破纪录 赛出水平

奥运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综合性冬季项目
体育赛事，竞技成绩是衡量一届冬奥会水平的重要标志，
从这角度而言，北京冬奥会无疑非常值得称道。在为期17
天的密集赛程中，冰雪健儿不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在一
些项目上，创造了新的冬奥会纪录甚至世界纪录，涌现出
一批耀眼的冰雪运动明星。

在北京冬奥会上，多项奥运会纪录世界纪录被打
破，一些竞赛场地特别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成为冬
奥健儿创造新纪录的“福地”。2月5日，荷兰名将斯豪滕
在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比赛中，以3分56秒93打破尘封
20年的奥运会纪录。在之后的5天比赛中，又有4名荷兰
选手分别在4个速度滑冰项目上打破奥运会纪录，掀起了
一股争破纪录的热潮。2月11日，北京冬奥会接连产生了
两个项目新的世界纪录：瑞典名将范德普尔在速度滑冰
男子10000米项目上，以12分30秒74打破自己保持的世
界纪录并夺得冠军；荷兰选手舒尔廷在短道速滑女子1000
米1/4决赛中，以1分26秒514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作为本届冬奥会东道主，中国队以非常突出的竞技
表现，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和尊敬。一方面，中国派
出冬奥参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实现全部7个
大项、15 个分项的“全项目参赛”，共获 104 个小项的
194个席位的参赛资格。另一方面，中国队取得冬奥参赛
历史上空前优异的成绩，以 9枚金牌 4银牌 2铜牌，位居
金牌榜第三位，标志着中国经过本届冬奥会的锤炼和促
进，已经进入世界冰雪竞技大国前列。值得一提的是，
以徐梦桃、范可新为代表的冰雪宿将如愿夺金，其冰雪
运动生涯由此进入新阶段；同时，以谷爱凌、苏翊鸣等
为代表的新生代运动员迅速崛起，勇夺多枚金牌或奖
牌，昭示中国冰雪运动更加光明的未来。更可贵的是，
中国冰雪健儿在比赛过程中，都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精神
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安全为要 保障有力

“我们非常非常成功地举办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国际比
赛或活动之一。疫情防控是冬奥会保障工作上的一个挑
战，但是他们做得真的非常棒，我要向我们的中国朋友
和同事们致敬！”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这
样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则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盛赞，北京冬奥会闭环管理非常成功。他说，闭环内
阳性率差不多为0.01%，可以说那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
方之一，他本人和广大运动员都感到安全而舒适。美
国国际卫生服务联盟负责人凯特·图兰科近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特别是北京冬奥会闭
环管理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保障了北京冬奥会的安全顺
利举办，为世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盛会。

安全是成功举办一届冬奥会的前提条件，尤其在全
球新冠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为此，中方与国际奥委会
等共同制定了科学实用的防疫手册，规范和指导疫情
防控工作。同时，组建由科学家、中外医学专家组成的
团队，根据每天全球疫情最新发展形势，分析冬奥会闭
环内每一个病例并对闭环内整体疫情发展趋势进行研
判，适时调整应对措施。冬奥会闭环管理政策和措施得
到严格落实执行，获得了冬奥会参与人员的认可和配
合。大家积极做好个人防护，遵守核酸检测等各项规
定。可以说，冬奥会防疫安全是各方共同努力、携手交
出的优秀答卷。

冬奥会赛时保障是篇大文章，除了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之外，还要做好冬奥会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
训练场馆、冬奥村等涉奥场所和整个城市安全稳定运行
工作。为此，北京市组建了涉及电力、燃气、热力、供
排水、环卫等各领域约 18万人的保障队伍，根据保障方
案和应急预案，及时高效开展工作，妥善应对冬奥会期
间出现的各类问题，尤其是 2 月 13 日出现的大范围降雪
带来的不利影响，始终做到了平稳有序。

科技橱窗 创新无限

机器人水下传递火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零碳
制冰、主媒体中心智慧餐厅机器人烹饪送餐“一条
龙”……浓浓的“科技味”不仅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大鲜
明特点，而且是其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大量现代科技
成果广泛应用于赛事组织、筹办、举办，让北京冬奥会
成为展示现代科技的精美橱窗。

在近日于 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行的科技冬奥有关情
况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祝学
华介绍说，有关方面组织实施“科技冬奥”重点专项研
发计划，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示范应用了一批前
沿引领技术。围绕场馆、运行、指挥、安保、医疗、气
象、交通、转播、观赛等关键场景，500多家单位、超过
万名科研人员参与研发的200多项技术成果在测试赛、运
动员训练、正式比赛中开展了应用，为北京冬奥会高质
量办赛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冬奥会赛事举办方面，“冰雪科技”创新为选手发
挥竞技水平、创造佳绩打下了坚实基础。本届冬奥会研

发应用了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利用国产制冰
机，针对花样滑冰、短道速滑等不同竞技项目进行冰面
定制，最大限度满足了不同项目对冰面温度、硬度、均
匀度等个性化需求，为运动员提供最佳竞技体验，也助
力他们取得成绩上突破，创造新的奥运纪录和世界纪
录。本届冬奥会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采用“毫米级”
双曲面混凝土喷射及精加工成型技术，1.9公里赛道一次
性喷射浇筑成型，被国际雪车联合会主席评价为“是世
界上最好的赛道”，是选手们纵横驰骋的最佳秀场。

在冬奥会运行和赛时转播方面，奥林匹克全球合作
伙伴阿里巴巴集团提供云技术支持，北京冬奥会实现了
奥运信息管理和分发系统、运动会管理系统和赛事组
织、协同办公等数字化平台上云，实现了奥运会运行数
字化变革，开百年奥运史之先河。同样是依托阿里云，
北京冬奥会超过 6000 小时精彩内容，以 4K 高清甚至 8K
超高清格式实现全球转播。这是 1964年奥运会开始卫星
电视转播以来，奥运转播技术的一次重大进步。

绿色低碳 “风光”尽显

夏季奥运会场馆“水立方”变身成为冬奥会“冰立
方”，百年首钢的工业遗产化身“雪飞天”，千余辆零排
放的氢能大巴穿梭于赛场之间，3 大赛区 26 场馆实现
100%绿电供应……这就是北京冬奥会的“绿色”气质，
而成就这气质的是“双奥之城”乃至全中国多年之功。
早在申办冬奥会之时，中方就作出“绿色冬奥”的庄严
承诺，全面落实各项减碳和低碳措施。

在场馆方面，北京冬奥会最大程度使用国家体育场
“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五棵松体育馆等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既免去了重建新场馆带来的碳耗，
也直接降低了筹办冬奥会的经济成本，是生态性和经济
性的双赢，创造了丰厚的冬奥遗产，为主办城市和广大
民众带来长期、积极收益。另一方面，在场馆规划建设
过程中，利用科技手段，创新建设和安装方式，最大限
度减少对环境的扰动。比如延庆和张家口的场馆，设计
者和建设者以“山林场馆、绿色冬奥”为目标，采取避
让、减缓、重建、补偿等保护措施，从设计源头贯彻落
实“绿色”理念。

在能源方面，北京冬奥会全部赛事场馆实现 100%利
用“绿色”电能。为了践行“绿色办奥”理念，有关方
面以河北张家口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风能和光伏发
电为依托，通过“绿电”交易、网架支撑、调度调节

等措施，不仅确保在当地的冬奥场馆100%使用风力、光
伏等“绿色”电能，而且一路把清洁能源输入到北京各
冬奥场馆，确保冬奥会充裕的“绿色”能源供应。这一

“绿色”冬奥之举被媒体形象概括为“用张北的风，点亮
北京的灯”。此外，北京冬奥会建立了氢能综合利用系
统，以零排放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为交通工具，实现了冬
奥会交通活动“零排放”。

北京冬奥会践行“绿色办奥”的成果得到国际社会
的充分肯定，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
萨马兰奇接受采访时称赞说，北京冬奥会是“最绿色”
的一届奥运会。《自然》杂志撰文指出，北京冬奥会所采
取的减排措施大大超越往届冬奥会。

突破时空 广泛均衡

体育运动“以人为本”，其最大价值在于增强人民体
质，增进人民健康权益。早在申办冬奥会时，中方就向
国际社会作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根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已达3.46
亿人，居民参与率达 24.56%。上述承诺已经兑现，这也
被视为北京冬奥会为国际冬季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作出
的最重大贡献。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和举行，全民关注和体验冰雪
运动的氛围更加浓厚。据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11月份
以来，全国各地共举办线上线下与冬奥相关的群众性赛
事活动近 3000 场次，参与人数超过 1 亿人次，既有群众
性冰雪运动挑战赛等比赛，也有冰雪运动欣赏与趣味体
验活动，以及冬奥文化普及主题展、知识培训等。此
外，全国各地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以迎冬奥、支持冬奥
为主题的群众性冰雪文化活动，给人们更多了解冰雪运
动文化的机会。

群众冰雪运动开展更广泛、更均衡。有关方面大力
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积极引导不
同区域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宜冰
则冰、宜雪则雪；室内室外同步发展，促进冰雪运动区
域互动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同
时，发展、推广仿真冰、仿真雪、可移动冰场、旱地冰
壶、滑轮等，吸引更多群众接触冰雪运动，感受冰雪运
动魅力。目前，中国冰雪运动在参与空间实现了大突
破，不仅从东北地区“走进”山海关，还“迈过”秦岭-
淮河一线，到达海南三亚，实现了全国覆盖。参与时间
更是从冬季拓展为全年。

作为冰雪运动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举办
冬奥会为契机，推动群众冰雪运动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无疑是中国在世界体育发展中，获得的最耀眼的一枚
金牌。

北京冬奥会最耀眼的一枚金牌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还未离开就已怀念，随着位于国家体
育场“鸟巢”的主火炬于2月20日夜缓缓
熄灭，北京冬奥会在全球亿万观众瞩目下
落下帷幕，各国冬奥健儿在欢庆冰雪盛典
后依依不舍地向“双奥之城”作别。

这场冰雪盛典虽然短暂，但是冬奥健
儿从世界各地汇聚“双奥之城”，团结在

奥林匹克五环旗下，在中华民族农历春节
的喜庆氛围中，共逐冰雪赛场、同享奥运
荣光，尽情欢笑、深情相拥，以奋勇拼搏
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完美诠释了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格言的真谛，成就了奥运史上一届永
恒的经典。

从 2015 年 7 月 31 日冬奥举办权花落
北京，到2018年2月25日平昌冬奥会上冬
奥会会旗完成交接；从到2022年 2月4日
冬奥会盛大开幕，到20日胜利闭幕，北京
冬奥会克服各种不利影响，特别是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一路坚定前行，交出
了一份亮丽的冰雪答卷。

▶近日，在北京市昌平区世纪星
国际冰雪体育中心，参加集训的小队
员们进行短道速滑训练。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2月16日，在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天宝
冰雪场，市民和游客乐享冰雪运动。

侯崇慧摄 （人民视觉）

▶2 月 19 日，市
民和游客在位于新疆
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
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
滑雪场滑雪运动。

张秀科摄
（人民视觉）

◀ 2 月 20 日 ，
一名小朋友在山东
省青州市驼山滑雪
场练习滑雪。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