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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 筹 备 进 入 最 后 冲

刺 阶 段 ，杨 扬 每 天 的 日 程 安 排 得 满 满 当 当 。

“我们将为运动员创造最佳比赛环境，希望他

们度过愉快的时光。”杨扬明亮的眼神中满是

期待。

曾经是运动员，所以最懂运动员的需求。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杨扬接连夺得短道速滑

女子 500 米和 1000 米两项冠军，实现中国冬奥

金牌“零的突破”。

走下赛场的杨扬，坚持“发出来自中国运动

员的声音”。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 8 年时间

里，她始终将运动员的权益放在心上。

北京申冬奥成功后，杨扬担任北京冬奥组

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我们从个人经历和感受

出发，为冬奥筹备建言献策，坚持以运动员为中

心，让运动员的需求和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大

到京张高铁、冬奥村、比赛场馆等的设计，小到

运动员菜单提供无麸质食品、花滑赛场准备针

线包……运动员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包括方方

面面。

亲身经历申办和筹备全过程，杨扬感触最

深的是近年来冰雪项目的蓬勃发展。2015 年

申冬奥成功时，我国还有约 1/3 的奥运冰雪项

目没有开展。如今，中国冰雪运动员们正在向

全项目参赛的目标冲刺。

“竞技体育方面，我们通过跨界跨项选才

等方式，培养出更多冰雪运动人才；群众体育

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上冰逐雪，享受冰雪运动

的快乐。‘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一

步步实现。”作为冰雪人，这些变化令她无比

骄傲。

“一起向未来”，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主题口号，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心声。世界期待

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

奥运盛会。

冬奥时刻即将来临，杨扬向全世界的运动

员发出热情邀请。“让我们相约北京，再一次用

奥运激情点燃全世界。通过高水平的竞技比

赛，让冰雪运动的魅力感染和鼓舞人，吸引更多

人参与并热爱冰雪运动。”杨扬真挚地说，“我们

将竭尽全力，用专业的工作和细心的服务，为运

动员留下一生难忘的冬奥记忆。”

（本报记者李硕采访整理）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

委员会主席杨扬—

细心保障 竭诚服务

时间迈入 2022 年，对于隋文静、韩聪来说，

梦想的舞台近在咫尺。在家门口参加冬奥会，

他们充满期待、倍感自豪，“希望在北京冬奥会

开启职业生涯新篇章！”

作为中国花样滑冰队的领军人物，隋文静、

韩聪征战赛场多年，走过平淡无奇的训练岁月，

也经历过满身伤病的失意时光。“为国而战”“期

待国歌奏响”，梦想始终深埋于心，激励他们不

断挑战和超越自我。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后，隋文静因右脚疲

劳性骨折进行了手术，错过大半个赛季。韩聪

则在 2020 年 4 月接受了髋关节手术。但两人的

心态始终积极向上，“经过历练才能成长。”隋文

静说。

冰场上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源自奋斗与坚

持。突破难度、提升艺术表现力、增加表演稳定

性……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训练，不断在冰

场上证明自己。

受疫情影响，中国花样滑冰队缺席了上赛

季大部分国际滑联花样滑冰赛事，2021 年 10 月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成为

两人的赛季首秀。阔别赛场已久，他们在一次

次出场中迅速找回状态。在国际滑联花样滑冰

大奖赛加拿大站和意大利站比赛中，两人又接

连夺冠。

“1 个月，3 场比赛，滑 6 套节目，倒好几次时

差，我们经受住了考验。”隋文静说。如今，他们

即将踏上第二次冬奥会之旅，“目标始终不变，

就是在冬奥赛场展现最好的自己。”

主场作战，要不断打磨技术、精益求精，更

要调整好状态。“冲刺阶段，就跟着教练团队不

断去练习和推进备战计划。”他们说，国家的大

力支持，教练团队的精心呵护，让他们可以心无

旁骛地投入备战中，“全力以赴，做好自己，一步

步向梦想靠近。”

（本报记者季芳采访整理）

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

静、韩聪—

心无旁骛 全力以赴

赵丹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奥林匹

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经理，曾服务于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从 2008 年到 2022 年，她亲

历了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进步，看到越来

越多的青年人投身志愿服务工作，用热血奉献

青春力量。

2021 年 4 月，“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

动举行。在这次冬奥“模拟考”中，赵丹带领 20
名志愿者服务于 8 个业务领域，以专业规范的

服 务 和 热 情 饱 满 的 精 神 状 态 圆 满 完 成 各 项

任务。

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服务区域位于户外，

服务范围广、时间长、任务重。为在寒冷的天气

里尽量减少志愿者在路途上的体力消耗，赵丹

和志愿者团队利用午休时间实地调研和踏勘，

制定最优上岗路线和最佳排班计划，确保志愿

服务工作高效开展。“年轻人不怕吃苦，富有创

造性，是服务冬奥的重要力量。”赵丹说。

在供志愿者休息的志愿者之家，赵丹和伙

伴们精心设计展板、布置活动空间，编写学习手

册和志愿者工作日报，还通过多种形式的主题

活动丰富志愿生活、增强团队凝聚力。“我们利

用有限空间创造无限可能，让志愿者之家成为

学习园地和心灵家园。”她说。

赵丹清楚地记得，北京 2008 年残奥会的最

后一天，她和并肩作战的志愿者们久久不愿离

去，在国家体育场前留下了一张合影，定格青春

的笑容。2021 年 4 月的测试活动开始前，她再

次带着志愿者们来到“鸟巢”前拍下同样的照

片，希望把奥运精神和志愿精神传承下去。

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赵

丹满怀期待：“用心、用情当好耕耘者，用爱、用

行种好责任田，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

全力以赴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向世界展示中国

志愿者的青春风采。”

（本报记者孙龙飞采访整理）

双奥志愿者、北京邮电

大学教师赵丹—

热情饱满 专业规范

从轧钢工到制冰师，42 岁的刘博强完成了

一次“从火到冰”的跨界转型。扎根首钢 20 多

年，工匠人、工匠心、工匠精神，在冰与火的淬炼

中，更加闪耀动人。

2010 年首钢园区全面停产。此后，北京冬

奥组委进驻、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投入运行

……老厂区的精煤车间、运煤车间陆续被改造

为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壶和冰球场馆。有过

迷茫、有过困惑，但刘博强一直积极适应转型。

2017 年 7 月，他报名首钢组织的制冰技术培训，

与 12 名转岗职工一起，在首都体育馆参加了为

期 3 个月的学习。

“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我们国家

的一件大事，能为冬奥贡献力量是我的梦想。”

刘博强说。要想实现梦想，唯有苦练本领。培

训期间，每天十几个小时，刘博强练得非常认

真，到了周末，他也经常放弃休息主动加练。为

了 更 方 便 地 向 国 外 制 冰 师 学 习 ，他 还 苦 学 英

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博强的专业能力进步

飞快，得到国际顶级制冰师的认可和点赞。如

今他正带领制冰师队伍，为国家冰壶队备战冬

奥提供制冰、扫冰以及冰场维护等保障服务。

制 冰 之 外 ，刘 博 强 的 人 生 还 有 更 大 的 收

获。2021 年 9 月 24 日，刘博强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服务冬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作

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

到，自己和国家发展、国家大事之间有着这样紧

密的联系。”他说，自己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

积极主动的态度投入工作，为运动员们制好冰，

护好航，“不断锤炼自己，丰富各项技能，贡献自

己的光和热。”

（本报记者王亮采访整理）

北京首钢园区制冰师

刘博强—

苦练本领 贡献力量

从小生活在广东省云浮市的曾国英，几年前

来到广州融创雪世界做接待服务工作，那时的

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滑雪教练员。

“小时候几乎没见过雪，更别说滑过雪了。

一开始是好奇，想培养个兴趣爱好，工作之余，每

周大概会去雪场滑两天。”刚开始学习滑雪时会

经常摔倒，膝盖瘀青，但曾国英仍然坚持练习。

大半年后，部门有教练组的申请名额，曾国英积

极申请，通过努力训练，她成功考取教练证，开始

了滑雪教练的职业生涯。

热身、介绍器具、平地练习、减速控速、稳定

方向……曾国英对每名学员都耐心教授要点，仔

细指导动作，“入门以后，大部分学员会更有兴

趣，不断练习、不断精进技术。”

周末、寒暑假是曾国英最忙碌的时候，学员

多的时候，曾国英一天要在雪场待 8 到 9 个小时，

连饭都来不及吃。等到下班出雪场，她的手脚都

快冻僵了，“累并快乐着，滑雪是自己喜欢的项

目，而且收入也比原来增加了不少。”

“比较起来，学单板的学员更多一些，因为看

起来更酷炫。”曾国英的学员，从 4 岁的孩童到年

近 60 岁的大叔都有，“年轻人更多一些。总体

上，广州本地的学员居多，也有从外地专程跑来

学习的。”

“以前很多人会觉得滑雪离自己很遥远，但

最近几年这项运动更加大众化。尤其是随着北

京冬奥的临近，冰雪运动越来越火热。”曾国英

说，北京冬奥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喜爱冰雪运动，

越 来 越 多 的 冰 雪 设 施 也 方 便 了 冰 雪 运 动 的 普

及。如今，很多南方城市都兴办了冰雪运动场

馆。南方的朋友不用专门到北方，在自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冰雪运动的乐趣，十分方便。“冰雪运动

充满激情活力，希望大家都能

参与其中。”曾国英说。

（本 报 记 者姜晓丹采 访

整理）

广州市青年滑雪教练员

曾国英—

上冰逐雪 尽享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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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北京碧空如洗，冬奥会延庆赛区所

在地小海陀山一派银装素裹的景象。山脚下，

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昔日静谧的小山村因冬

奥变得热闹起来。

“如果没有冬奥机遇，市场不会这么火。”张

海超是当地精品民宿的经营者，土生土长的张

山营人。2016 年 3 月，在北京城区做生意的他，

得知家乡张山营将规划打造“冬奥冰雪休闲小

镇”，决定抓住机遇返乡创业。

“附近的滑雪场，是延庆最大的专业滑雪基

地。冬奥来了，滑雪的人就更多了，住宿方面肯

定有需求。”张海超带领团队，将村里的老旧房

屋翻新重建，打造了 19 个小院，每一个院落基

本都围绕冬奥元素进行设计装修。

“冬季客人中约 50%是来玩冰雪的，到周

末一房难求。”张海超说。 2016 年至今，仅张

山营镇的高端民宿小院就从零发展到 64 个。

近年来，延庆冰雪产业发展暖意融融，北京冬

奥申办成功以来，延庆共接待冰雪旅游和冰雪

运动游客 1175.31 万人次，冰雪体育旅游收入

8.23 亿元。

到 2024 年底，延庆将打造成为国际滑雪度

假旅游胜地，实现可滑面积 100 万平方米，滑雪

旅游人次突破 50 万。“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这里感受我们的美好生活！”张海超说。

（本报记者贺勇采访整理）

北京延庆民宿经营者

张海超—

冰雪经济 暖意融融

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就要开幕了。习近平主席发表

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指出：我们将

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

北京冬奥组委里，杨扬忙忙碌

碌、竭尽全力，只为留下让人终生难

忘的冬奥记忆；训练场上，隋文静、

韩聪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训练，打

磨技术、调整状态，一步步向梦想靠

近；园区内，赵丹带领青年志愿者团

队实地演练，不断优化服务保障方

案……

让 更 多 人 参 与 到 冰 雪 运 动 中

来，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义。

冬奥的荣耀，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从轧钢工转型制冰师，刘博强秉持

工匠精神，用精湛的技术为运动员

制好冰、护好航；从小生活在广东的

曾国英，从一个“几乎没见过雪”的

南方女孩成长为一名滑雪教练员；

北京小伙张海超，依托冬奥资源返

乡创业，开办民宿……他们的背后，

是冰雪运动的全面铺开、冰雪产业

的蓬勃发展。

“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

备。”冬日热土上，活力中国欣欣向

荣。携手迎冬奥，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