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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先生为什么被誉为中国现

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他对天津和

南开大学作出了哪些贡献？”从自己的

奥运故事讲到奥林匹克与听众学校的

渊源，北京冬奥宣讲团成员侯琨的精彩

分享，让现场观众听得津津有味。

日前，北京冬奥宣讲团走进百所高

校系列宣讲活动第二季在南开大学与

河北大学圆满结束。自 2017 年成立以

来，宣讲团完成超过 360 场现场宣讲和

短视频云上宣讲，全方位、多角度地分

享冬奥故事、普及冬奥知识、传播奥运

文化，引发人们关注，点燃了亿万人的

冬奥热情。

每一段讲述，都在
传播奥运文化

“1997 年自由式滑雪世界杯澳大利

亚站，我选用了当时世界上女子难度系

数最高的动作。滑行、腾空、转体，稳稳

地 落 地 ，当 记 分 牌 上 显 示 出 分 数 的 时

候，周围的外国运动员涌到面前，祝贺

我获得冠军！”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报告会现场，宣讲团成员郭丹丹手举金

牌，讲述自己摘得中国滑雪史上首个世

界冠军的经历。

加入宣讲团两年多，郭丹丹只要有

时间就会随团参与宣讲。讲稿背了无

数遍，只为每一次讲述都能呈现完美效

果，听众热烈的掌声和积极的互动给了

她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郭丹丹的影响下，她的女儿张阳

光子也从小爱上滑雪，如今 16 岁的她更

是一名宣讲团成员，不论是线下宣讲还

是 在 个 人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上 分 享“冬 奥

会”相关话题，推广冰雪运动已经成为

她最热衷的事情。

2018 年，张阳光子进入北京市滑雪

队，主攻单板滑雪坡面障碍。这是一项

技巧含量和难度都很高的运动，训练中

摔跤磕碰在所难免。继承了妈妈身上

那股子韧劲的张阳光子没有退缩，她希

望自己接过冰雪运动的接力棒，“赛场

下为推广冰雪运动作贡献，赛场上就要

争取更多荣誉”。

郭丹丹因伤离开赛场后，投身冰雪

运动推广普及，开办滑雪学校，推动冰

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一坚持就

是 18 年。宣讲团里像她这样的退役运

动员不止一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成为他们新的使命。

每一次聆听，都让
梦想更加清晰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综合处主

管徐艳丽说，北京冬奥宣讲团在组建初

期只有 7 名成员，现在已经壮大为 50 人

的团队。成员都是从成千上万的冬奥建

设者、参与者中遴选出来的，通过讲述亲

历亲闻的感人故事，介绍北京冬奥会筹

办进展，传播奥林匹克知识，点燃人们特

别是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在海拔 4000 多米的西藏那曲市班

戈县，宣讲团带着奥运火炬走进援藏小

学。宣讲团成员、残奥会冠军刘玉坤分

享她的励志故事和奥运人生，鼓舞大家

以 乐 观 的 态 度 勇 敢 面 对 生 活 中 的 挑

战 。 听 完 宣 讲 后 ，一 名 小 学 生 激 动 地

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火炬，第一次听

到奥运冠军宣讲，我要像他们一样为国

争光。”

侯琨长期致力于奥林匹克文化推

广，曾用 8 年时间走访世界举办过冬季、

夏季奥运会和青奥会的城市，探寻奥林

匹克的文化印记。在世界各地的见闻

让他逐渐体会到，体育拥有改变生活的

力量。因此，他早在 2016 年宣讲团筹备

前期就参与试讲，分享体育对促进美好

生活和推动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

用。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介绍让人们

看到奥林匹克运动在竞技之外的另一

种魅力。

那 次 试 讲 令 侯 琨 印 象 深 刻 ，在 他

的 带 动 下 ，一 位 社 区 工 作 者 通 过 选 拔

成 为 宣 讲 团 首 批 成 员 。 侯 琨 认 为 ，这

样 的 讲 述 ，能 在 人 们 的 心 中 播 撒 冰 雪

运动的种子。

每一种身份，都为
冬奥做出贡献

4 年来，北京冬奥宣讲团从北京走

向各地，深入学校、机关、企业、厂矿、军

营、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宣讲团也不断

地扩充人员，不同身份的宣讲团成员成

为各行业的名片，展示中国在科技、文

化、体育、交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成果。

不少宣讲团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

工作，平日里一边忙宣讲一边忙工作，

乐在其中。不论是哪一种身份，他们都

在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为北京冬奥会

做出自己的贡献。

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保安队长李

红继曾是首钢的一名炉前工，他放下手

中握了 10 年的钢钎，穿上保安制服为冬

奥会服务，又成为宣讲团成员，几年间，

与冬奥会越走越近；中国联通公司员工

张 嘉 ，与 伙 伴 们 一 起 在 延 庆 赛 区 进 行

5G 光纤建设；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

科医生孙旭，为了完成高山滑雪项目医

疗救援的任务，经常背着重达 15 公斤的

救援装备，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雪场

中穿行；北京首钢园制冰师刘博强，为

了熟练掌握冰壶赛道制冰的“打点”技

术，两个月时间内走过的练习之路长达

150 公里……

除了线下主题宣讲，宣讲团还搭建

起云平台，精心制作了 100 部《我与冬奥

的故事》系列宣讲短视频，在公交、地

铁、高铁、楼宇电视、城市大屏以及中国

国航覆盖近两百个城市的航线播放。

未来，北京冬奥宣讲团还将不断总

结提炼，继续挖掘运动员、教练员和赛

事运行保障人员等方面的冬奥故事，为

成功举办冬奥会营造良好氛围。

成立4年来完成超过360场现场宣讲，北京冬奥宣讲团—

把冰雪故事说给大家听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季 芳

北京冬奥宣讲团成员、前滑雪运动员郭丹丹，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魅力冬

奥”活动上，手持金牌讲述自己的冬奥故事。 李文明摄（影像中国）

■走向冬奥R

本报上海 10 月 24 日电 （记者曹

玲娟）22 日，2023 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

会徽发布暨首座专业足球场揭幕仪式

在上海举行，这标志着 2023 年亚洲杯

筹备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2023 年亚洲杯会徽以亚足联亚洲

杯母版标识为底版，在此基础上将中国

传统的红、黄两色作为主色调，并对奖

杯进行了玉质感处理，意在展现中国东

道主特色和东方文明之美。会徽上深

浅叠加着的 24 条光线，代表来自亚洲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足球代表队。通过

组合方式形成的 10 条光束，则代表本

届亚洲杯的 10 座承办城市。它们环绕

在亚洲杯周围，象征着所有参与者紧密

团结、共享盛会，承载全亚洲人民携手

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

2023 年亚洲杯将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6 日在北京、天津、上海等 10
座城市举办。

2023年亚足联中国亚洲杯会徽发布

本版责编：程聚新 唐天奕 高 佶 本版制图：汪哲平

10 月 24 日下午，为期 4
天 的 2021—2022 国 际 滑 联

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落下

帷幕，中国队选手范可新、张

雨婷、武大靖和任子威夺得

混合 2000 米接力冠军，范可

新、张雨婷随后又和曲春雨、

郭 奕 含 一 起 收 获 女 子 3000
米 接 力 金 牌 。 在 23 日 进 行

的男子 1500 米决赛中，中国

队选手安凯收获一枚铜牌。

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

的落幕，也意味着首体自 10
月 13 日 开 始 的 两 场 北 京 冬

奥 会 测 试 赛 全 部 结 束 。 10
月 13 日至 16 日，2021 花样滑

冰公开赛举行，短道速滑世

界杯北京站 21 日开赛。

花滑优雅、潇洒，短道速

滑则激烈、紧张，在同一块场

地进行比赛，对冰面、现场环

境 等 比 赛 要 素 需 求 有 所 不

同，曾多次演练的冰场转换

机制高效运转，包括冰面温

度设置、发令台和裁判席搭

建、防护垫安装等交接准备

工作有序完成，确保了赛事

平稳顺利进行。“从 9 月 26 日

场馆制冰开始，首体已闭环

运行 29 天，对我们整个团队

都是一次实战考验，也是宝

贵的锻炼机会。”首都体育馆场馆（群）

运行团队主任丁东说。

赫恩霍夫是此次短道速滑世界杯

北京站的国际滑联赛事经理。1993 年

他曾来到首体参加世锦赛，拿到一枚男

子接力银牌。 28 年后，他依然记得当

年 现 场 万 余 名 观 众 一 起 呐

喊的场景，在他看来，首体

“外观没有变，但里面已经

焕然一新，非常现代，非常

漂亮。”他表示，国际体育组

织、运动员以及奥运相关方

都对北京冬奥会充满期待，

“我们相信北京冬奥会将是

一届激动人心的冬奥会。”

本站短道速滑世界杯北

京站比赛，共有来自 37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32 名运动员参

赛。场馆也收获了选手的好

评。“我 12 年前就来过这里

比赛，当时的经历很棒，现在

也很棒，我迫不及待地想要

参加更多比赛！”新亮相的首

体 勾 起 了 加 拿 大 名 将 查 尔

斯·哈梅林的回忆。

好 的 体 验 往 往 能 够 带

来好的成绩。本站比赛中，

混 合 2000 米 接 力 和 女 子

3000 米 接 力 两 个 项 目 的 世

界纪录共 5 次被刷新，其中

中国队、荷兰队和韩国队便

4 次刷新混合 2000 米接力项

目的世界纪录，作为北京冬

奥会新增项目，相信届时围

绕 这 枚 金 牌 的 争 夺 将 足 够

精彩。

“这样的成绩体现了中

国队在夏训过程中的能力水平。”国家

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于

海燕说，“从目前来看，我们达到了奥运

办赛的标准和要求，一方面体现在硬件

设施上，另一方面，各队选手及国际组

织的认可都是对我们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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