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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5 年间，北京
冬奥组委扎实开展各
项具体任务，三大赛区
啃下一块块“硬骨头”；
冰雪运动走向东南西
北，走向春夏秋冬；冬
奥会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牵引作用显现成
效。美好的申办愿景
在筹办工作中一步步
化作现实，冬奥梦交汇
中国梦的乐章，期待一
年后的精彩奏响。

体育体育 1212 2021年 2月 1日 星期一

■体坛观澜R

本版责编：程聚新 唐天奕 杨笑雨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将迎来倒

计 时 一 周 年 。 当 奥 运 圣 火 于 2022
年 2 月 4 日再次点燃，世界目光也将

再次投向全球首座“双奥之城”——

北京。

1 月 18 日—19 日，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北京、河北两地三赛区，考察调

研 北 京 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 筹 办 工

作。他强调，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我

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做好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使命

光荣、意义重大。

冬奥会筹办进入关键期，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突出“简约、

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为下一步

筹办工作指明了方向。从北京到河

北张家口，响起“中国冰雪，加油！”

的呐喊声，冬奥梦交汇中国梦的乐

章，期待一年后的精彩奏响。

坚实履行承诺
彰显大国担当

1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国 际 奥 委 会 主 席 巴 赫 通 电 话 时 强

调，我们以筹办北京冬奥会为契机，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相信在有

关各方大力支持下，中方一定能够

如期完成各项筹办任务，做好全面

准 备 ，确 保 北 京 冬 奥 会 取 得 圆 满

成功。

坚持如期办赛，释放出中国持

之以恒推进冬奥会筹办、全面兑现

承诺的强烈信号。2020 年年底，北

京冬奥会三大赛区所有竞赛场馆全

部完工，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

步完成。巴赫感慨，尽管受疫情影

响，但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展十

分平稳顺利，“几乎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过

去 5 年间，北京冬奥组委扎实开展

各项具体任务，三大赛区啃下一块

块“硬骨头”；“冰雪运动的火炬”已

经点燃，不仅走向东南西北，还走向

春夏秋冬；冬奥会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 的 牵 引 作 用 显 现 成 效 ，交 通 、环

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共同获益

……美好的申办愿景一步步化作现

实，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正努力

书写两份优异答卷。

“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

我们敢去想，而且想了就能去做，做

了就能做成。”从申奥到办奥，初心

与承诺不变。透过北京冬奥会这扇

窗，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言必信，

行必果”的大国风范。

面对疫情带来的连锁挑战，冬

奥会筹办工作通过了“压力测试”。

这不仅给遭遇“不确定性”的国际奥

林匹克运动增加信心，更为大型国

际赛事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举办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了不

起的成就。”巴赫认为，在疫情背景

下，北京冬奥会这一“奥运新标杆”

的意义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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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风险冲击、坚

实履行承诺的背后，依靠的是大国

担当和大国实力。作为我国“十四

五”初期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将注入高质量

发展的新内涵。

能做成，更能做好。北京冬奥

会架起一座新桥梁，沟通世界，展现

风采。

筹办稳步推进
体现制度优势

这个雪季，京张高铁铺就滑雪

爱好者的幸福之路。开通一年间，

这条连通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的交

通线路已发送旅客超 680 万人次。

从 100 多年前时速 35 公里到如今时

速 350 公里，京张线的蜕变见证着

中国人自主奋斗的伟大历程。

通 向 2022 的 路 上 ，展 现“ 中 国

速度”的不只高速列车。仅用 3 年

时间，在无路、无水、无电、无通信的

延庆小海陀山区，中国第一条雪车

雪橇赛道顺利建成，申请专利多达

133 件。按照冬奥会筹办时间表，一

个个目标如期高质量落地，每个节

点、每个领域都有创新性突破，被国

际社会赞为“中国效率”的典范。

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再

一次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特别

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

筹办过程中得到全面贯彻。

冬奥会筹办稳步推进的背后，

既有工作方法的大胆创新，也有立

足根基的脚踏实地。所有冬奥场馆

将全部用上“绿电”、张家口崇礼 3
万多人端起“雪饭碗”、全国每年开

展 超 3000 场 群 众 性 冰 雪 活 动 ……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具化为一个个细节，最终落脚点

都是以人为本。

“北京冬奥会是展现国家形象

的契机。通过率先控制住疫情、顶

住压力顺利推进冬奥会筹办，我们

的制度自信、发展变化和精神风貌

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说。

而今，冬奥会筹办进入最后一

年，挑战和困难仍有很多。结合新

形势，各项工作正重新规划调整，切

实把筹办工作的重点放在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组织好赛事上来。

“总书记的讲话令大家进一步

树 立 了 将 北 京 冬 奥 会 办 成 一 届 精

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的信心。”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

德斌说。

办好北京冬奥会，不只有决心

和底气，更有密码和钥匙。全国一

盘棋，全民一股劲，正助推北京冬奥

会在冲刺阶段跑出新的加速度。

借助冬奥符号
传播中国形象

2020 年的最后一天，30 个“小红

人”伴着新年钟声亮相。汉字气韵，

篆刻刀法，面向全球发布的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将中国

气派与国际视野、传统文化与现代

元素融为一体。

冬奥会筹办过程中，像这样融

入中国元素的例子屡见不鲜。从会

徽“冬梦”“飞跃”，到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再到设计灵感为“如

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泱泱大国

的文化自信借助一个个冬奥符号传

播开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集中展

现当代中国文明、开放、包容的新风

貌。”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邱雪看来，利用冬奥会这

一传播平台，更有助于世界接受当

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及文化表达。

北京冬奥会讲述的不只是“高

大上”的故事。家门口的滑雪场、身

边的志愿者、孩子们的滑冰课……

借助“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东风，勾勒出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

生动图景，中国形象在世界舞台得

到更立体的呈现。

在《奥林匹克议程 2020》的改革

背景下，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寻找未

来举办奥运会的样本模式。北京冬

奥会的办赛理念与实践，正是助推

国 际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中国化表达”。“北京冬奥会成功举

办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促进作用

不言而喻，随着参与国际体育合作

的程度加深，我们在世界体坛将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邱雪说。

相较以往，全人类共同参与的

冬奥盛会具有更深远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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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

育 兴 。“2022 年 相

约北京！”中国正全

力做好各项筹办工

作 ，努 力 为 世 界 奉

献一届精彩、非凡、

卓越的奥运盛会。

冬奥会，读懂中国的一个窗口
——冬奥之约·2022向我们走来①

本报记者 郑 轶 李 硕 王 亮

健康是最好的
“寒假礼物”。家长
在 引 导 孩 子 锻 炼
时，要注重科学性、
趣味性，寓教于乐，
一起运动

近日，宁夏银川萌娃在客

厅练习轮滑基本功的视频让不

少网友忍俊不禁。在家长的陪

护下，小姑娘扎着丸子头、穿着

睡衣，后背扣着纸杯保持身体

稳定，穿着鞋套在光滑垫子上

做出滑行动作，模样颇为认真。

这个寒假，让孩子保持运

动习惯受到更多家庭重视。不

少家长和孩子开动脑筋，活用

家中的小物件，开发各式各样

的居家运动，在增强体质的同

时享受运动乐趣。尤其值得肯

定的是，家长在引导孩子锻炼

时 ，越 来 越 注 重 科 学 性 、趣 味

性，寓教于乐，一起运动。

冰雪运动成为不少孩子冬

日锻炼的首选，这个雪季，多地

雪场迎来了孩子嬉闹的身影。

将冰雪运动的种子播撒在孩子

心田，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很

有帮助，“带着孩子走进冰场”

也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

同时，线上健身教学蓬勃开展，针对青少年的

健身课程也琳琅满目。足不出户，孩子能在“云”

端获取海量健身知识，家长也能根据孩子实际情

况选择适合的健身方式。此外，线上的各类健身

游戏应用也多了起来，往往兼具趣味性和交互性，

有助于启发、调动孩子的健身主动性。

专家认为，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应受到格

外关注。坐姿不正确、长时间低头看书等，都会导

致脊柱和视力健康受影响。对此，寒假期间，青少

年可在睡前通过视力操和脊柱操等，缓解用眼疲

劳，预防体态不良等问题。家长也可以通过开展

支撑过河、背娃俯卧支撑、脚印跳跃等亲子游戏，

带着孩子一起运动起来。

健康是最好的“寒假礼物”。这个假期，亲子

之间有了更多的相处机会，一起做好运动这份“家

庭作业”，不仅有助于全家提升运动兴趣、养成运

动习惯，还有利于增进亲子关系，共享健康、快乐

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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