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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季芳）22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报发布。

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是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北京奥

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海报评审委员会

主席蒋效愚表示，海报的设计主题鲜明、形式

多样，向世界传递出清晰信息，“我们将按照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筹办好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我们准备好了。”

据了解，奥运海报有着悠久历史。从现代

奥运会诞生之初，海报逐步发展成为奥运会形

象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对奥运知识的传播

和奥运理念的推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海报于 2020
年 7 月设计完成，共 3 组 6 幅，将进一步营造冬

奥氛围、带动全民参与冰雪运动。

此次同步发布的 11 套（件）宣传海报具有

多样化的艺术风格。2020 年 9 月，北京冬奥组

委面向社会发布宣传海报征集公告。线上线

下的广泛征集，得到了百余家设计机构及全

国艺术设计类院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共征集

1565 套（件）作品。经过多轮评选，北京冬奥

组委从 50套（件）入围作品中评出 20套（件）优

秀作品，经过深化修改、查重，最终确定 11 套

（件）优秀设计作品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宣传海报。

蒋效愚说，本次发布的宣传海报，融入了

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多

种设计元素，表达了主办国、主办城市人民友

好、热情的态度，欢迎全世界的人们关注和参

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他认为，宣传海报

的设计汇聚了多种表现形式和手法，既有中国

传统的年画、山水画的风格体现和意境表达，

也有油画、卡通动漫等表现风格。“设计者们利

用现代化手法，创新表达，将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解读与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相结合，体现

了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愿景和理念，也表达出中

国人民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赵璐及其团队本次有

两套作品入选宣传海报。赵璐说，宣传海报征

集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响应。学校组建了

师生创作团队，从多角度挖掘设计灵感，这个

过程使师生充分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创作

的灵感源泉，“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要与时代

同行，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努力，创作出更多向

上向善的艺术作品，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力”。

“这 11 套（件）作品以体育为主题，以文

化为内容，体现了中华文化底蕴与奥林匹克

精神的统一，呈现了冬奥项目造型与全民运

动风采，展示了年轻一代的朝气和参与冰雪

运动的热情。”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

陈宁说，这些高质量、有特色的宣传海报，将

进一步推广冬奥文化、冰雪文化，为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的举办营造热烈氛围。

随着奥运会进入北京时间，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有序推进。9 月 17 日，北

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据介绍，至

北京冬残奥会结束，北京冬奥组委还将举办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奥运主题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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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冬奥R

作为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近年来张

开 双 臂 ，欢 迎 来 自 各 地 的 体 育 健

儿 。 十 四 运 会 既 有 31 个 省（区 、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火车头体

协、煤矿体协、前卫体协、香港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也有北

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俱乐

部等参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参

赛的运动员。

开门办全运，能激发更多人的

参与热情，还能拓宽发现人才的渠

道，为更多人插上梦想的翅膀，更

为竞技体育引入源源活水。

学校、俱乐部选手和个人身份运动员—

“我们都是全运会的主角”
本报记者 李 硕 王 亮 陶相安 原韬雄

9 月 17 日，全运会铁人三项女

子个人决赛终点线，冲过一名学生

选手。

18 岁的郭宁珊，代表北京体育

大学参赛，最终以第十六名结束自

己的首次全运会之旅。赛后她满

脸笑容，“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当 日 ，游 泳 比 赛 的 水 温 只 有

20.6 摄氏度，雨水也让自行车赛道

变得湿滑，不少选手没能完赛，郭

宁珊能获得 2 小时 25 分 02 秒的成

绩，已属不易。

其 实 ，郭 宁 珊 接 触 铁 人 三 项

的时间并不长。从小练习游泳的

她 ，2018 年 遇 到“ 伯 乐 ”—— 北 京

体 育 大 学 竞 技 体 校 的 教 练 林 健 ，

他让“不会骑自行车”的郭宁珊完

成转型。

“刚开始练自行车，紧张得眼

睛都不会动，出的汗更多不是因为

运动，而是因为紧张。”郭宁珊不好

意思地说。3 年时间，她飞速成长，

在保持游泳优势的同时，跑步与自

行车技术快速提升。十四运会资

格 赛 ，她 获 得 第 九 名 ，将 一 张“门

票”收入囊中。

“特别荣幸，能代表北京体育

大学参加全运会。学校提供了完

备的教学和训练条件，让我可以兼

顾学习和训练。”每天上午和晚上，

郭宁珊都要骑着共享单车从竞技

体校前往北京体育大学上文化课，

“也是一种训练。”她笑着说。在所

有科目中，郭宁珊最喜欢英语和语

文，“学习和训练交叉进行，让我能

一直保持兴奋度。”

在郭宁珊看来，全运会的经历

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我会珍惜青

春，享受更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也希望下一届全运会能代表北体

大取得更好成绩！”

学生运动员郭宁珊：

学习训练可以兼得

“我梦想着进国家队！”17 岁的

男子花剑选手曾昭然谈起理想，眼

中有光。

曾昭然目前在北京市中关村

中学读高二，7 岁时跟随姐姐进入

万国击剑俱乐部，一下就爱上这项

“格斗中的芭蕾”。“击剑需要过人

的技术、随机应变的能力、敏锐的

观察力和极强的心理素质，比的不

只是能力，更是智慧。”说起击剑，

他滔滔不绝。

曾昭然每周的基本训练计划

是一次小课和两次大课，小课接受

教练一对一的指导。此前，他在比

赛中有“防守过激”的问题，俱乐部

就给他安排了四五名打法各异但

均进攻凶猛的教练，轮番上阵训练

他的防守。

去年，曾昭然进步飞速，“心态

上更加积极，训练上更有主动性，也

更刻苦了。”他顺利通过全运会预选

赛，如愿站上梦想中的舞台。

第 一 次 参 赛 ，曾 昭 然 并 不 怯

场，“没有什么包袱，抱着学习的态

度来的。”小组赛他六战全胜，以小

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这让我比较

意 外 ，能 参 赛 就 非 常 荣 幸 。 开 赛

前，我抓住一切机会向优秀选手讨

教 切 磋 ，他 们 也 都 特 别 耐 心 地 讲

解，收获很多。”

更 大 的 收 获 还 是 来 自 赛 场 。

“速度和爆发力是我的优势，技术上

的差距并不大，欠缺的是战术意识

和经验。”通过全运会的锤炼，曾昭

然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一次难得的学习之旅，一次珍

贵的锻炼机会。曾昭然感慨，全运

会比赛犯错空间极小，每场比赛都

要全力以赴。“我会好好总

结，补齐短板，期待我

的下一届全运会吧！”

俱乐部选手曾昭然：

期待下一届再参赛

9 月 21 日，跃过终点线的一刹

那，30 岁的朱俊松了一口气。他擦

着汗说：“相比上届全运会，这条赛

道对体力要求更高，竞争很激烈，

能够顺利完赛，我对自己很满意！”

当日，在黄陵国家森林公园举

行的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决赛

中，以个人身份参赛的朱俊获得第

二十七名。“金牌和铜牌都由业余

车 手 摘 得 ，我 们 都 是 全 运 会 的 主

角。这也让我感受到这些年来自

行车运动的飞速发展，很激动。”

这 是 朱 俊 的 第 二 次 全 运 之

旅。相比上一届的紧张，这次多了

几 许 从 容 ，“上 届 全 运 会 ，还 没 开

赛，我手里就都是汗，生怕最后不

能完赛。”朱俊回忆，当时他获得第

十三名，在所有个人身份车手里名

列第二。

自 2017 年 起 ，自 行 车 赛 事 进

行改革，业余运动员可以通过选拔

获 得 与 专 业 选 手 同 台 竞 技 的 机

会。朱俊就是在今年的山地自行

车联赛和全国锦标赛上，分别拿到

第十五名和第七名，如愿获得全运

会“门票”。

“业余与专业相比，训练方法、

后勤保障，都存在不小差距。当年

参赛，我连赛后肌肉放松都不懂。”

如今，有针对性地制订力量、骑车

技巧等细致训练方案，已经是朱俊

的必备功课。“4 年来，与专业运动

员一较高下的机会越来越多，我的

综合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十四运会后，朱俊想要进行职

业生涯的角色转换：“未来我将由

运动员转到幕后，努力培养年轻运

动员，让更多人爱上这项运动。”

个人身份运动员朱俊：

过招高手收获颇丰

中 秋 佳 节 ，十 四 运 会 运 动 员

村，组委会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参赛选手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在华裳体验展点，轻挽云鬓、

巧施绛唇、眉间一点朱砂，片刻间，

赛场上英姿飒爽的田径选手夏思

凝便化身盛唐女子。包括运动员

村在内的十四运会全运村中，陕西

的厚重历史与文化随处可见，夏思

凝的华丽变装，不过是汉唐古韵与

体育盛会碰撞的浪花一朵。

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十四运会媒体记者村

中，汉服体验馆、秦砖汉瓦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散落其

间，引人驻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验中心，229 个非遗项目集中展

示，西安鼓乐、华州皮影、凤翔泥塑、

澄城刺绣等各有特色、亮点纷呈。

从十运会至今，全运会走进更

多省份，组委会往往会注重与当地

文化的结合。无论是命名为“东荷

西柳”的山东全运会主场馆群，还

是取材于杨柳青年画的天津全运

会吉祥物“津娃”，都因浓郁的地方

特色而令人印象深刻。

同样，在十四运会上，从以宝

塔山、延河水和五孔窑洞为设计灵

感的十四运会会徽，到以“秦岭四

宝”为原型的十四运会吉祥物，无

不具有浓郁的“陕味元素”。西安

奥体中心把“丝绸之路”的厚重历

史和西安市花石榴花有机结合起

来，更是展现了历史文化底蕴与现

代化城市的完美结合。

文 化 印 记 还 镌 刻 于 赛 场 之

内。4 年前在天津举行的十三运会

增设群众项目，一批群众喜闻乐见

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在全运

赛场展示其独特魅力。十四运会

又进一步丰富了其中蕴含的文化

内涵。十四运会象棋比赛先期举

行，一场浓缩了近现代象棋历史的

文化展同时开启，讲述了近百年来

象棋运动在我国的沧桑巨变，引得

象棋大师和棋迷纷纷驻足。借助

全运会，象棋文化也得到了再一次

面向大众的普及机会。

一 届 全 运 会 ，是 一 场 体 育 盛

会，更是一场文化盛会。当体育与

文 化 融 合 ，释 放 出 的 效 应 是 巨 大

的，这也让全运会不断焕发生机。

品读全运会 满满文化味
晨 曦

全运会与举办城市
的当地文化相结合，展
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镌刻于赛场内外的文化
印记，也展示着体育项
目蕴含的文化内涵

图①：朱 俊 在 训

练中。朱 俊供图

图②：郭 宁 珊 在

比赛中。

郭宁珊供图

图③：曾昭然（左）

在比赛中。

中国击剑协会供图

本报西安 9月 22日
电 （记 者 刘硕阳、王

亮、陶相安）22 日的全运

会田径赛场精彩不断。

在男子 110 米栏决赛中，

上海名将谢文骏以 13 秒

37 夺得冠军，实现了自

2013 年以来在该项目中

的全运会三连冠。

当日还有多名选手

取得成绩突破。在男子

200 米 决 赛 中 ，福 建 选

手汤星强以 20 秒 39 获

得冠军，战胜上届冠军、

浙江名将谢震业。在男

子标枪决赛中，上海选

手 徐 家 杰 投 出 84 米 54
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冠。

22 日 的 田 径 赛 场

上 共 产 生 了 9 枚 金 牌 。

安徽选手王春雨以 2 分

01 秒 02 夺得女子 800 米冠军。浙江选

手包揽了女子撑杆跳高前三名，李玲以

4 米 70 夺得冠军。福建选手林雨薇和江

苏选手王嘉男分别获得了女子 100 米栏

和男子跳远项目的金牌，山西选手李俊

霖和甘肃选手张新艳则分别获得了男子

800 米和女子 5000 米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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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海

报（部分）。 北京冬奥组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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