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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
第八届特奥会上，参赛运动员
顽强拼搏，超 36项世界纪录，
创 179 项全国纪录。佳绩频
传，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无私
奉献，他们和运动员一起，奉献
了一届带给人们温暖和感动的
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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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晚，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

八届特奥会（以下简称残特奥会）在陕西西安

圆满闭幕。本届残特奥会首次与全运会同地

同年先后举办，来自各地的残疾人运动员顽强

拼搏、超越自我，全体工作人员无私奉献、高效

工作，共同奉献了一届带给人们温暖和感动的

运动会。

运动员的赛场表现让人敬佩

本届残特奥会共有来自 31 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共 35 个代表团的 4484 名运动员参赛。经过比

拼，参赛运动员在射击、射箭、游泳等项目中超

36 项世界纪录、创 179 项全国纪录。

各代表团克服疫情影响，积极备战训练，

组织精兵参赛，在东京残奥会获得优异成绩的

运动员回国后在隔离期间仍然坚持训练，科学

调整竞技状态，再创佳绩。

浙江队的 16 岁小将蒋裕燕在东京残奥会

游泳比赛中夺得 2 金 1 银 1 铜，又在本届残特

奥会上参加 9 个项目并全部夺冠，展现了强劲

的实力。游泳带给她坚强与自信：“希望用我

的努力，让更多同龄人和残障人士感受到坚持

与拼搏的力量。”

在聋人篮球赛场，北京男队在决赛中凭借

有力的攻防险胜辽宁男队，摘得梦寐以求的金

牌；浙江女队发挥稳定，收获女子组四连冠。

聋人篮球运动员在比赛中要靠手语、眼神和默

契来完成交流协作，他们永不言弃的拼搏力量

感染了很多人。现场观众为他们举横幅加油，

场边的替补队员则举着“冷静”“坚持”等字样，

为场上的队友鼓劲。

高水准服务为赛事提供保障

中国残联理事、残特奥会组委会常务副秘书

长赵素京说，本届赛事是残特奥会首次与全运会

同地同年先后举办，筹办工作与十四运会筹办工

作同步部署、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推进。

据组委会统计，参与残特奥会的工作人员

全部参与过十四运会工作，裁判员中很多人参

与了全运会执裁；竞赛场馆全部沿用十四运会

的场馆，避免了重复建设，大幅节省了经费。

无障碍改建完全符合残特奥会标准，各参赛代

表团对比赛场馆和设施给予了高度评价。

本届残特奥会实行严密的疫情防控工作，

筑牢赛事安全屏障，实现了“零感染”。同时，

筹办工作以运动员为中心，在闭环管理的条件

下，交通、食宿、医疗、安全卫生等方面全方位

保障赛事需要，得到了运动员的点赞。

高水准的志愿者服务为赛事顺利、精彩举

行保驾护航。7380 名赛会志愿者、1.2 万余名

城市志愿者和 13.5 万余名社会志愿者用微笑

释放热情、传递友善。赛前，他们在扶残助残

规范、应急救护、心理调节、手语交流等方面进

行了规范化培训，赛时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专业

服务。不少运动员表示，志愿者的帮助让他们

倍感温暖。

无障碍环境建设进一步提升

在本届残特奥会比赛中，陕西代表团队员

董飞霞、高芳、翟翔等名将和李格格、高娜等新

生代运动员，在比赛中勇于突破自我，连创佳

绩，展现了东道主选手的竞技实力和精神风

貌。陕西省残联理事长、残特奥会组委会执行

副秘书长相红霞说，运动员的表现激励着更多

残疾人自立自强。

通过举办残特奥会，陕西无障碍环境建设

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陕西对比赛场馆无障碍

设施进行了 5轮检查督导和整改提升，完成各接

待酒店坡道、电梯、客房等无障碍设施改造，对

听力残疾人参加赛事的场馆，提供智能手语翻

译系统服务。同时，比赛场馆周边和社会公共

环境无障碍建设也得到改善，残障人士代表受

邀参与《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

无障碍建设与改造指南》方案设计及审定、检

查；赛后也能满足残障人士观赛、健身等需求。

相红霞表示，借助举办残特奥会的契机，

陕西将残疾人体育健身、康复健身纳入全运惠

民工程之中。以“我要上残运”为主题，陕西结

合全国助残日、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奥日、残

疾预防日等节点，开展残疾人群众项目选拔、

特奥融合等系列活动，推出轮椅太极拳、轮椅

健身操等一批残运惠民示范项目，并大力实施

残疾人康复体育进家庭活动，让更多残疾人参

与体育活动。目前，陕西经常参加各类文化体

育活动的残疾人达到 21 万人。

一届精彩难忘的运动会圆满收官。“本届

残特奥会带动了全国人民关心关爱残疾人、关

注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的热情，期待北京冬残

奥会开幕，让我们共赴冰雪之约！”赵素京说。

残特奥会上，运动员顽强拼搏，工作人员无私奉献—

场上传佳绩 心头涌暖意
本报记者 孙龙飞 陶相安

在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故事

短片《冰雪之约》中，火光照亮洞

中的滑雪岩画，晶莹、洁白的冰雪

与炽热、跳动的火焰产生微妙碰

撞，探险少年、滑雪少女的追光逐

梦之旅随之开启——就像镜头外

的我们与冬奥相遇：奥林匹克火

种再度到来中国，这一次点燃的

是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从 2014 年 3 月 14 日 向 国 际

奥委会递交申请文件和保证书，

到 2015 年 7 月 31 日申冬奥成功，

到 2018 年 2 月 25 日冬奥会进入

北京周期，再到如今迈过向着冬

奥梦想百日冲刺的起跑线，我们

携手奔赴一场冰雪之约。

回望 6 年来路，在“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引领

下，冬奥筹办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会徽“冬梦”“飞跃”、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火炬“飞扬”、奖牌

“同心”次第揭晓；体育图标源于篆

刻艺术汉印，火种灯灵感取自西汉

长信宫灯，制服装备外观融合传统

山水画与冬奥会雪山图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场馆绿色

电力全覆盖，冬奥史上首次采用碳排放量趋于零的制冰

技术……

进入百日冲刺，在“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指

引下，筹办、备战各个环节紧张有序开展：10 项国际赛

事、3 个国际训练周和 2 项国内测试活动，将在两地三赛

区的 8 个竞赛场馆陆续举办；29 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

队、480 名运动员正在进行最后冲刺阶段备战；万余建

设者奋战千余日夜，北京及延庆赛区场馆和配套基础设

施近日全面完工，重点区域无障碍化年内基本实现……

一项项具体进展，共同绘就一幅恢弘画卷：行进在

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征程中，冰雪运动“南展、

西扩、东进”，“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正落

进现实；两地三赛区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

两份优异答卷，书写环境正影响方案，探索区域新发展

模式，创造生活更美好环境，“创造奥运会和地区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正逐步兑现。

与奥林匹克的冰雪之约，承载着人们对冰雪运动

日渐增长的热度，也见证了人们对奥运梦想的又一次

追寻。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足百日，跟随火种之光，

追逐冰雪梦想，我们脚下劲头大、心中底气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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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相约北京”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

在首都体育馆落幕。拥有 53 年历史的首都体

育馆在升级改造后，圆满完成了北京冬奥会

花样滑冰项目的测试赛。

测试赛不仅考验场馆的硬件设施，也考

验着作为“软件”的场馆支持人员。测试赛

志愿服务工作对照冬奥会的流程和标准有

序进行，志愿者表现亮眼，一直为此忙碌的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首都体

育馆场馆（群）运行团队志愿者经理丁莉婷

倍感欣慰。

丁莉婷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作为首都体

育馆场馆（群）通用志愿者来源主责高校，牵

头保障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首都体育

馆场馆（群）通用志愿者来源及储备工作。自

去年 12 月以来，丁莉婷就进入了“冬奥时间”：

“志愿者招募、管理、培训、团队建设、激励保

障、宣传等都是我的工作，首都体育馆志愿者

人数较多，耐心和细心必不可少。”

22 岁的志愿者何亚琳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今年 4 月就参加了测试活动的志愿服务工

作。在测试赛中，何亚琳要为全体志愿者做

好后勤保障，从打卡提醒到防疫提示，从激励

物资到生活关怀，从志愿者之家建设到志愿

者心声传递……她的工作细碎、繁复，服务冬

奥测试赛期间，工作时间跨度大、强度高，但

何亚琳说：“看到大家开心的笑容，觉得再多

的努力都值得。”

“志愿者工作占据了学生们一定的时间，

不少人面临着课业压力。”丁莉婷介绍，中国

人民大学为每名志愿者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方

案，积极解决志愿者学业问题以及低温环境、

交通不便等因素带来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

全身心投入冬奥志愿服务工作。

眼下，志愿者培训工作正有序展开。中

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志愿者经理黄振翔介绍，依托北

京冬奥组委专业平台和资源，志愿者上岗前

要通过线上教学与线下集训相结合、理论学

习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的方式接受包括通用培

训、专业培训、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在内的系

统性培训，扎实练就过硬本领，不断提升综合

素养。“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专多能’的志愿

者，既要在岗位上服务好包括运动员在内的

不同客户群，也要在志愿者队伍里承担宣传、

防疫和文体活动等工作。”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位于北京冬奥会延庆

赛区西南侧，依托小海陀山天然山形建设，如

一条游龙盘卧在山脊之上。这里建有中国首

条雪车雪橇赛道，赛道长度 1975 米，拥有世界

上独具特色的 360 度回旋弯，设计最快时速超

过 134 公里，冬奥会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 3 个

项目比赛将在此举行。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吕传翰至今记得

第一次从出发区向下看的情景：“赛道垂直落

差超过 120米，一眼望下去，特别震撼。”

为了尽快熟悉场地，吕传翰日复一日研

究图纸、踏勘场馆，逐渐对场馆内的每个点位

了然于心。在一次测试活动中，吕传翰和其

他志愿者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服务对象指

路，帮助他们顺利从山脚到达山顶。“16 个角

度和坡度各异的弯道早就牢牢刻在我们每个

人心中，大家都掌握了一项技能——通过弯

道来确定彼此的位置。”

据北京团市委冬奥办副主任王洵介绍，

自今年 9 月以来，北京团市委启动“青力冬奥”

品牌活动，组织实施“育英强基”冬奥志愿者

选育工程，开展“奔向冬奥”赛会志愿者综合

素养提升活动，打造一支服务专业、勇于担当

的志愿者队伍。

“相信冬奥志愿者的经历能让大学生们

感受到自己肩负着对国家和时代的责任，激

励他们为成功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

运盛会贡献青春力量。”丁莉婷说。

志愿者陆续开展培训，参与测试赛志愿服务工作—

为奥运盛会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杨 昊

本报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者闫伊乔）

北京冬奥组委 27 日在京举办《冬奥会体育项

目名词》发布暨冬奥术语平台 V3版交付仪式。

据介绍，《冬奥会体育项目名词》和冬奥

术语平台收录的名词涉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全部竞赛项目，覆盖中、英、法、日、韩、

俄、德、西班牙 8 个语种，旨在为北京冬奥会

的口笔译人员、志愿者、运动员、裁判员、新闻

媒体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冬奥会体育项目名

词》包含术语共计 13.2 万条，“是目前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冬奥运动多语术语库”。

冬奥术语平台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先后于

2018 年和 2019 年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新

版平台支持网页端、手机移动端等不同接口，

首次向公众开放。

据介绍，《冬奥会体育项目名词》和冬奥

术语平台 V3 版是“北京冬奥会语言服务行动

计划”的重要成果，将为北京冬奥会的高质量

举办提供语言保障，也将在促进冬奥文化传

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等方面发挥作用。

《冬奥会体育项目名词》在京发布

本版责编：程聚新 唐天奕 高 佶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坐落着北京冬奥组委办公驻

地、国家队冰上训练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自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申办成功以来，石景山区以服务保障冬

奥为牵引，坚持区委区政府引导、多部门联动、各方面

参与、全社会动员，加快冰雪运动设施建设，大力推广

群众冰雪运动，让群众一年四季都可以参与冰雪运动。

在全力保障冬奥筹办工作的同时，石景山区每年

投入资金，对大众冰雪、场馆运营、品牌赛事等项目进

行政策支持。一方面，引进社会投资，兴建冰雪运动场

馆；另一方面，盘活闲置资源，利用体育场、社区空地，

配建移动式装配冰场和季节性雪场。当前，石景山形

成“十冰六雪”场地设施布局，在市民冰雪体育中心，两

块国际标准冰场、两条冰壶赛道，不仅能满足群众冰雪

运动需求，还承接了不少高水平冰雪赛事活动。

石景山区连续 7 年举办冰雪季等群众冰雪品牌活

动，打造冬奥家庭运动会等“一街一品”社区冰雪品牌，

每年组织开展京西冰雪嘉年华等冰雪活动百余场，让

冰雪运动贯穿四季，融入生活。为了让群众科学参与

冰雪运动，该区联合冰雪运动协会等组织，开展冰雪运

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培训人数达 1103 人。

为了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石景山区在中小学校

普及冰雪课程，连续举办区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比赛

涵盖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队列滑、冰壶、冰球、越野滑

轮、短道轮滑等六大项，吸引全区 3.5 万名中小学生参

与。目前，全区中小学生 100%上冰、冬奥知识 100%进

校园、体育老师舞蹈教师 100%完成冰上技能培训。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石景山区冰雪文化的氛

围也越来越浓厚。冬奥、冰雪运动元素融入城市基础

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景观提升、社区文化相融合，越

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体验和参与冰雪运动。

北京市石景山区—

群众冰雪运动四季不辍
本报记者 潘俊强

与奥林匹克的冰
雪之约，承载着人们
对冰雪运动日渐增长
的热度，也见证了人
们对奥运梦想的又一
次追寻

本报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者贺勇、王

昊男）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获悉：随着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开闭幕式场地的国家体育场“鸟巢”改造工程

28 日正式完工，北京市冬奥场馆和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全面收官。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丁建明表示，

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北京市下达冬奥工程建设

“开工令”以来，数万名冬奥建设者按照“一刻

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

要求全情投入工作。目前，由北京市负责建

设的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的 8 个

竞赛场馆、16 个非竞赛场馆全部交付北京冬

奥组委，31项配套基础设施全部投入使用。

丁建明介绍，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

进入最后冲刺期，结合赛时需要，北京赛区和

延庆赛区全面启动临时设施搭建工作。临时

设施主要为观众观赛系统、运动员服务系统，

以及电视转播、防疫、物流等功能用房，将于

年内全面完工。

北京市冬奥场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收官

10 月 27 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城关一小运动

会上，小选手在快乐地奔跑。

新学期以来，繁昌区积极落实“双减”政策，各中小学校

利用大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开展体育、科技、文化等方面

的特色文体活动，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10 月 27 日，繁

阳镇城关一小举办运动会，学生们积极参加各项比赛，尽享

运动的乐趣。 肖本祥摄（影像中国）

快乐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