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 体育体育2021年 10月 21日 星期四

承载着中国人民的热烈期盼，在全球目

光的关注下，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火种于 10 月 20 日顺利抵达北京。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奥林匹克塔一派

热烈氛围。塔顶的奥运五环标志，在阳光的

映射下熠熠生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种

欢迎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播放起北京冬奥会

火种采集和交接仪式画面。10 月 18 日，在希

腊古奥林匹亚，燃起的奥林匹克火种又一次

带给人们信心、温暖和希望，也在奥林匹克运

动发展的坐标系中再度刻下中国印记。

而今，奥林匹克火种来到中国，奥林匹

克精神也将再次在中华大地传承弘扬。

20 日 10 时许，在全场期盼的目光中，护

卫人员手持火种灯步入活动现场。护卫人

员从火种灯中引出火种，点燃北京冬奥会

“飞扬”火炬。

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

接过燃烧的火炬，高高举起，向全场示意，随

后用火炬点燃仪式火种台。此刻万众瞩目，

奥林匹克之火熊熊燃烧，点燃了全国各族人

民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标志着举世瞩

目的北京冬奥会大幕将启。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随后发布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火 种 展 示 和 火 炬 接 力

计划。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北京冬奥组

委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

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将传统的火炬

接力与火种展示活动结合起来，创新性地打

造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活动将分为

火种展示、传统火炬传递和网络传递 3 个部

分，精简规模、创新形式，激励更多人参与冰

雪运动，支持冬奥筹办——

火种展示活动 20 日正式启动。火种将

结合奥林匹克火炬接力主题展览，在奥林匹

克塔进行展示，随后部分奥林匹克全球合作

伙伴和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将结合企

业公益项目进行火种展示，其后在冰雪资源

较为丰富、冰雪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结合

各种冰雪体育文化活动进行展示；

2022 年 2 月 2 日至 4 日，传统火炬传递

活动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赛区开展，共

有约 1200 名火炬手参与传递，传递路线立足

冰雪文化、历史文化、长城文化，呈现沿途的

自然风光、人文特色和城市风貌；

北京冬奥组委还将开展火炬网络宣传

推广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吸引民众参与互

动，共享冬奥盛会。

作 为 北 京 冬 奥 会 火 炬 接 力 景 观 ，火 炬

接力标志、火种灯、仪式火种台和火炬手服

装等同步亮相。火炬接力标志创意来源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凤凰”与“火纹”，象

征祥瑞，寓意吉祥，代表了运动员自强不息

的 精 神 ；火 种 灯 创 意 源 自 于“ 中 华 第 一

灯”——西汉长信宫灯，借“长信”之义，表

达了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向往；造

型别致的仪式火种台创意灵感来自于中国

传统青铜礼器——尊，祥云纹路由下而上

渐化为雪花，象征了北京“双奥之城”的传

承；火炬手服装在白色主基调的基础上突

出中国红的色彩，衬以黄色，体现激情、热

烈、欢庆的火炬接力特点，充分展示火炬手

追逐前行的昂扬姿态。

北京冬奥会火炬设计者李剑叶认为，火

炬、火种灯、仪式火种台等的设计是一套完

整的体系，理念一脉相承。丝带飘扬，旋转

向上的外观形象，呈现出奥林匹克火种生生

不息的力量。

“火炬器具的设计以保安全、保稳定为

主，还用了一些科技手段，注重环保。”火种

灯设计团队成员洪文明表示，火种灯采用了

双层的结构设计，减小风力对火焰的影响，

能够保证在 5—6 级风速下火焰不熄灭。还

特别设计了气体补充通道，能够让火焰的高

度适中并充分燃烧，不产生黑烟和异味，保

持火种灯清洁、透亮。

仪式尾声，北京冬奥会火种被再次引入

火种灯，并被护送至奥林匹克塔天穹厅，正

式开启了火种展示活动。未来 100 余天，北

京冬奥会火种将在中华大地展示、传递，传

播冬奥理念，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奏响北京

冬奥会序曲。

迎接冰雪之约，奔向美好未来。中国人

民期待与世界人民一道，高擎熊熊燃烧的奥

林匹克之火，共享北京冬奥会的激情与荣

耀，共同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迎接冰雪之约 奔向美好未来
—记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欢迎仪式

本报记者 季 芳

加盟海外球队后的首个进球，对

于唐佳丽来得很及时。北京时间 10
月 14 日的英格兰女足联赛杯小组赛

中，唐佳丽下半场打进一球，为热刺

队锁定胜局。赛后，球队主教练说，

唐佳丽为胜利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此前的比赛，唐佳丽虽有精彩

表现，但未能破门得分。迎来首个

进球后，她感慨，有一份坚定的信

念，让自己更加努力。这份信念，饱

含对胜利的渴望和为球队做贡献的

愿 望 ，更 源 于 对 足 球 的 热 爱 与 执

着。多重情感凝结在一起，让她在

训练和生活中保持热情，学习当地

语言，积极融入球队。希望这个进

球只是开始，相信这个起点也将激

励她大胆前行、勇敢追梦。

在竞技体育中，对胜利的渴望，

对项目的热爱，是运动员的一股驱

动力，支撑他们在困难时坚忍不拔，

在顺境时保持清醒。进入 10 月，中

国羽毛球队连续夺得苏迪曼杯冠军、尤伯杯冠军，目前又

转战丹麦公开赛。面对高密度的赛程以及高强度的挑战，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说，队伍会一直保持“饥饿感”，

因为下一个挑战始终在路上。

伤愈归来的篮球运动员易建联，也走在迎接挑战的

路上。2021—2022 赛季中职篮联赛常规赛近日开赛，时

隔 400 多天，易建联重回球场。在首场对阵深圳队的比

赛中，易建联出场 7 分钟就得到 16 分，展现了一如既往的

专注与高效。虽然跳得没有以前高，但他仍能在球队需

要的时候全力以赴地站出来，践行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困

难时刻要想办法克服，积极面对。

无论是支撑唐佳丽拼来进球的坚定信念，还是鼓励

中国羽毛球队再创佳绩的“饥饿感”，抑或是激励易建联

在球队需要时挺身而出的责任感，都会化作驱动运动员

勇敢前行的强大力量，愈是艰难愈加强大。走上赛场，就

要大胆前行、勇敢追梦。

走
上
赛
场
就
要
勇
敢
追
梦

史

哲

对胜利的渴望，对
项目的热爱，是运动员
的一股驱动力，支撑他
们在困难时坚忍不拔，
在顺境时保持清醒。走
上赛场，就要大胆前行、
勇敢追梦

本报北京 10 月 20 日电 （记者季芳）2021—2022 赛季国

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中国站 21 日在首都体育馆开赛。在

日前的新赛季出征仪式上，中国短道速滑队公布了本次比赛

参赛名单。

中国队主教练由韩国籍教练金善台担任，获得过 6 枚冬

奥会金牌的短道速滑名将安贤洙任技术教练。男、女各 6 名

运动员中，有参加过冬奥会的武大靖、范可新等名将，也有首

次征战世界杯的新人。队员们通过此前的积分赛选拔，组成

了新老结合的中国队阵容。

“我们坚持将‘积分制’贯穿于运动员选拔的全过程，这样

一支通过层层选拔的国家队值得期待。”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说。据了解，为选拔世界杯参赛阵容，

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从 6 月底至 9 月底进行了 5 站选拔赛，选

取最高 2 站积分相加进行排名，排名前六的队员获得世界杯

中国站和日本站的参赛资格。中国队共将参加 4 站世界杯

赛，随后的匈牙利站和荷兰站，参赛阵容将根据前两站成绩进

行微调。

“今年的训练很艰苦，就是要提高硬实力，选拔赛过程中

也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比如任子威在男子 500 米比赛中

滑进过 40 秒。”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于海

燕表示，本赛季世界杯也是北京冬奥会资格赛，除了锻炼队

伍、积累经验外，队伍还将力争取得更多奥运参赛资格。

短道速滑世界杯中国站

21日在首都体育馆开赛

本报杭州 10月 20日电 （记者马剑）杭州亚运会第一次

世界媒体大会 18 日至 19 日在杭州召开。杭州亚组委向参会

媒体介绍竞赛日程、场馆建设等筹办工作进展，交流杭州亚运

会主媒体中心初步规划设计方案、媒体注册报名政策、新闻信

息服务等内容，并就媒体抵离、交通、物流、住宿、餐饮、收费卡

等政策与参会媒体进行沟通。

本次大会以线下结合线上形式召开，亚奥理事会、亚洲和

大洋洲国家（地区）奥委会代表，各大国际通讯社和亚洲主流

媒体、国内媒体在内的 110 余家新闻机构代表，多个单项体育

联合会代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组委、汕头亚青会、三亚亚沙

会、成都大运会组委会有关负责人共 400 余人参会。

杭州亚运会第一次世界媒体大会召开

本报阜新 10月 20日电 （记者刘洪超）2021 中国国际飞

行器设计挑战赛总决赛 18 日在阜新市海州智能无人系统产

业基地落幕，70 余所高校代表队的 1700 余名选手参赛。本次

比赛设 9 个竞赛项目，分两组进行比赛。甲组包括限时载运

空投、模拟搜救、太阳能飞机、垂直起降载运和对地侦察与打

击 5 个项目；乙组包括多级模型火箭发射与载荷回收、模型水

火箭助推航天器、限距载重空投和微型折叠飞行器 4 个项

目。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是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

锦标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起，是我国

国家级科技创新航空航天模型竞赛活动。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决赛落幕

■体坛观澜R■走向冬奥R

10 月 20 日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火 种 欢 迎

仪式上，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景观火炬接

力 标 志 、火 种 灯 、仪 式 火 种 台 和 火 炬 手 服

装 等 首 次 呈 现 在 公 众 面 前 。 火 炬 接 力 景

观是奥运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是展示

奥林匹克价值观和愿景、营造奥运氛围的

重要手段。

据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专家介绍，

火炬接力景观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些重

要的形象元素，以一条象征奥林匹克火种与

激情的丝带作为视觉设计引领，形成了延绵

不绝的奥运火炬接力景观，体现了火炬接力

景观视觉系统的一致性。

据介绍，火炬接力标志从火炬衍生而

来，进而又有了火炬制服、火种灯等。火炬

接力标志是以北京冬奥会会徽为基础设计

出来的，会徽有一个视觉元素就是飘带，这

条 飘 带“ 飘 ”出 来 就 是 火 炬 接 力 景 观 标 志

——一条红色的丝带。

火炬灯具不仅有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和

文化底蕴，也被赋予了很多高科技手段。

火种灯的功能是保证火种在各个不同

的地点之间可以运输，而且必须保证火种

不能熄灭。“我们做了很多结构上的创新。

例如火种灯的玻璃是双层结构，它保证了

火种不易熄灭，有足够的进气量，燃烧才能

充 分 ，不 至 于 产 生 黑 烟 ，确 保 外 观 晶 莹 剔

透。”北京冬奥会火炬设计者李剑叶说：“传

统的火种灯是从矿灯演化而来的，很粗犷，

为 了 功 能 上 的 一 些 需 要 ，很 多 地 方 有 开

孔。为了能够让奥运火种灯变得更优雅，

我们在技术细节上做了很多处理，使其更

美观。”

火 炬 器 具 设 计 上 还 应 用 了 环 保 科 技

手 段 。“ 火 种 灯 的 材 质 采 用 了 可 回 收 的 铝

合 金 。 仪 式 火 种 台 顶 部 用 了 环 保 的 水 性

陶瓷涂料，耐火、无烟、无毒。火种燃料是

丙烷气体，燃烧之后产生的是二氧化碳和

水，属于清洁燃料。”火种灯设计团队成员

洪文明说。

一条红色丝带 引领视觉设计
—解读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景观

李 硕 李艺涵

10 月 20 日，北京首都机场，护卫人员用引火棒在带回的火种灯中取火，引燃新火种灯。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10 月 20 日，在北京冬奥会火种欢迎仪

式上，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计划正式公布。

作为北京冬奥会重要的仪式和活动，火炬接

力计划将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

求进行。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部长王向

豫介绍，本次火炬接力计划注重创新形式，

不仅保留传统火炬传递，还增加火种展示，

“这将更好地宣传奥运理念和火炬接力文

化，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观看火种，了解火炬

接力的悠久历史和承载的意义。”

传统火炬传递将在北京冬奥会的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赛区进行。王向豫说，本次

火炬接力的规模、时间和方式等计划安排，

严格遵循“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与国际奥委会反复

沟通协商确定。在保证接力活动传播奥林

匹克精神，展示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凝聚力，激发群众关注、支持和参与冬奥

会热情等作用的同时，从实际出发，适应疫

情下奥运筹办的新要求，充分利用现有条件

和资源，简化规模，突出特色。

确保活动安全同样是火炬接力计划的

重中之重。本次火炬接力工作本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原则和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负责

的态度，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适当缩

减传统传递路线和时间，相应减少传递人员

数量，将严格遵循疫情防控要求并强化防疫

工作保障措施，确保火炬手和参与传递活动

的相关人员安全，确保传递活动和冬奥赛事

安全有序。

王向豫说，通过采取展示与接力相结

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等方式，火炬接力体

现出简约、自主、更具体验感的特点，形式更

丰富，涉及面更广，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新

颖动感、丰富多彩、充满科技和知识体验氛

围的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希望通过与众不

同的传递形式和传递过程，让全世界人民感

受中国蓬勃向上的体育文化，体会每个中国

人参与奥运、支持奥运的热情！”

活动形式创新 简约安全精彩
—解读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计划

本报记者 刘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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