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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 年到 2022 年，从夏奥会到冬奥会，北京成为奥

运史上首座“双奥之城”。6 年多的冬奥筹办之路走得踏实稳

健，无数建设者披星戴月，为冬奥筹办挥洒青春和汗水。北京

冬奥会即将开幕，北京准备好了吗？或许你可以从这些人的

故事中找到答案：

近日，电视纪录片《从北京到北京》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生动讲述了场馆建筑总工程师、制冰师、高山滑雪医生、山区

冰球少年、志愿者、艺术家等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物故事，体

现办奥理念、诠释奥运精神、展现奥运魅力。

场馆建设是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中之重。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是新建的重大标志性冬奥场馆。在这里，国家

速滑馆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久林完成了从建设“鸟巢”到

建设“冰丝带”的“双奥”使命；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速度滑冰项

目竞赛主任王北星实现了从运动员到组织管理者的转变……

让更多群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是奥运精神的题中之

义，也是中国筹办北京冬奥会的意义之一。在北京延庆，仅有

40 名学生的山区小学珍珠泉中心小学，实现了全员上冰，还组

建了一支冰球队；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师赵纪生受邀担任教

练，带着一群“冰球娃娃”在冬天封冻的村边河流上操练起来。

作为保障冬奥会顺利举办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者用灿

烂的笑容和专业的服务，向世界展示美丽的中国形象。张骁

哲是北京大学学生，多年坚持参加各种志愿活动的他正和同

学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精心准备；高位截瘫的李楠曾

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城市志愿服务，如今，她是北京冬

奥会首位报名成功的残疾人志愿者……

在这些故事中，无数普通人用真诚和奉献精神汇聚成磅

礴力量，为北京冬奥会注入活力与激情。不论是为运动员安

全保驾护航的医疗保障团队，还是用歌声传递奥运文化的音

乐人，又或是不断丰富传播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的媒体人……

他们用奋斗托举起共同的奥运梦想，为一届“精彩、非凡、卓

越”的冬奥盛会贡献力量。

电视纪录片《从北京到北京》播出

讲述普通人的冬奥故事
本报记者 孙龙飞

本报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者季芳）已经抵达北京进入

冬奥会闭环管理的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

弗·杜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对北京冬奥会筹备及防疫工作

做出积极评价：北京冬奥会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疫情防控

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对于推广冰雪运动

非常重要。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美得令人窒息，场馆内外的视觉效果

令人震撼。”杜比说，北京冬奥会在设施方面的准备十分完善。

此外，在疫情防控方面，北京冬奥会做得非常出色，竭尽全力

保证每个人的安全，操作层面的严谨和成熟度是前所未有的。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对于冰雪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

而言都十分重要，杜比认为，“为 3 亿人提供机会参与冰雪运

动，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对于全球冰雪运动而言，中国有更

多人参与冰雪运动，意味着体育组织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机

会。在中国举办冬奥会，也将为行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关于北京冬奥会的遗产利用，杜比提出建议：“关于场馆

本身，中国延续 2008 年奥运会后的做法就很好，在奥运会后，

奥运场馆可以被重复、可持续利用。比如首钢滑雪大跳台，可

以用来继续举办冰雪运动赛事。”

杜比表示，目前，北京冬奥会已经进入非常精细的操作阶

段。北京冬奥会已经成功举办了测试赛，运行团队从中获益

良多，并据此对运行计划进行了轻微的修改。“比赛场馆都已

经准备就绪，看起来棒极了，而且在外观上都已经呈现出了奥

运会的模样。坦率地说，一切都无可挑剔。”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

冬奥筹办“无可挑剔”

拼搏铸就梦想。1 月 27 日，参加第二十四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正

式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 387 人，其

中运动员 176 人。北京冬奥会是中国体育代

表团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冬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开启第十二次冬奥

之旅。1 月 25 日，来自各支冰雪运动国家队的

100 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齐聚天安门广

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平昌冬奥会男子短道速

滑冠军武大靖带领全体人员宣誓。“全力拼搏、

为国争光”的誓言嘹亮，激励着代表团成员全

力以赴，做好最后阶段的冲刺备战。

多年的刻苦训练、拼搏付出，即将迎来绽

放时刻。冬奥赛场上，中国队将力争赛出竞技

水平，更要展现出意志决心和精神面貌。

7 个大项、15 个分项
“全项目参赛”，131名运动
员首次参加冬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完成了北京冬奥会全部

7 个大项、15 个分项的“全项目参赛”任务，共

获得 104 个小项 194 个席位的参赛资格（含 4
个需通过北京冬奥会其他小项成绩再确认的

“赛中赛”小项），占全部 109 个小项的 95.4%。

年轻选手成为此次参赛的主力。据统计，

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 25.2 岁。131
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冬奥会，占 74.43%。 17
岁的男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何金博和女子跳

台滑雪运动员彭清玥是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

动员。敢打敢拼、冲劲十足，中国队选手将努

力在冬奥赛场实现突破。

即将开启个人第一次冬奥之旅的速度滑

冰运动员宁忠岩表示，参赛有压力，更有动力，

自己始终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我会全力以赴

在冬奥赛场拼搏，为国争光。”

赛场老将也是各支队伍中不可或缺的财

富。他们自律、勤奋、目标坚定，在各队发挥着

“定盘星”的作用。单板滑雪运动员刘佳宇、蔡

雪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徐梦桃、齐

广璞、贾宗洋都将第四次踏上冬奥之旅。

“希望能够实现自我超越，争取最好表现，

不留遗憾。”对于此次参赛，刘佳宇充满期待。

平昌冬奥会上，她顶住压力，夺得了女子单板

滑雪 U 型场地亚军，实现了中国队在这个项

目上的突破。

短道速滑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中国

体育代表团此前获得的 13 枚冬奥会金牌中，

有 10 枚来自短道速滑。北京冬奥会，短道速

滑队实现了满额参赛目标，将由参加过 3 届冬

奥会的名将武大靖、范可新领衔，向金牌发起

冲击。捍卫荣誉、再续辉煌成为全队的共同

目标。

花样滑冰赛场，中国队将有 8 名选手参加

全部 5 个项目的角逐。双人滑组合隋文静/韩
聪和男单选手金博洋将继续冬奥旅程。平昌

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夺得一枚银牌，金博洋

也以第四名创造了中国队在花滑男单项目上

的冬奥会最好成绩。

在多个雪上项目上，中国队首次获得冬奥

会参赛资格，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北京冬奥会上将兼项参赛的谷爱凌作为

世界上首位在比赛中完成两周空翻转体 1440
度动作的女运动员，已经“等不及参加北京冬

奥会了，非常期待自己的表现。”

参赛项目比上届冬奥
会增加 2 个大项、3 个分
项、47个小项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上，小将赵嘉文将

代表中国北欧两项队，首次登上冬奥赛场。在

此之前，中国队选手在该项目上从未获得过冬

奥会参赛资格，赵嘉文表示，会做好全力冲刺

的准备。

与平昌冬奥会参加 5 个大项 12 个分项 53
个小项相比，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参赛增加

了冰球、雪橇 2 个大项，北欧两项等 3 个分项，

速度滑冰女子 5000 米等 47 个小项。参赛小

项、运动员数量均大幅提升。有的项目实现

了冬奥赛场上从“0”到“1”的突破，有的项目

正在改变“跟跑者”的角色。中国队在高山滑

雪项目实现了全项目参赛，张洋铭、徐铭甫、

孔凡影、倪悦名 4 名队员将参加全部 11 个小

项比赛，其中有 6 个小项是中国队选手首次

亮相冬奥会。在越野滑雪项目上，中国队男、

女各 6 名队员将参加全部 12 个小项的比赛。

集训队负责人、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训练三部部长张蓓说：“我们已经实现了

第一个目标，拿到了全项目参赛资格，接下来

要力争好成绩。”

冰上运动要巩固优势，再上新台阶；雪上

运动要奋起直追，恶补短板。短短几年内，中

国冰雪运动努力走上跨越式发展之路，结出累

累硕果。

以往，中国冬奥项目选手绝大部分来自东

北地区。而从此次的参赛名单中看，冬奥赛场

上将出现不少南方省份运动员的身影。有近

20 名运动员来自广东，将主要参加女子冰球

和雪橇项目比赛。3 名雪车队队员来自浙江，

均是从田径跨界跨项的冰雪运动员。

西藏自治区将首次有运动员参加冬奥会

比赛。18 岁的拥青拉姆 2018 年入选单板滑雪

国家集训队，近年来进步飞速，在国际雪联法

国 站 积 分 赛 中 获 得 障 碍 追 逐 第 七 名 的 好 成

绩。另一名来自西藏自治区的运动员次仁占

堆则将参加冬奥会越野滑雪项目比赛。

积极展现精神风貌和
竞技水平，力争实现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中国冰雪运动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前，有 1/3 的冬奥项目在我国尚

未开展。为了实现参赛出彩的目标，中国冰雪

运动冬奥备战按照“扩面、固点、精兵、冲刺”的

规划，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补缺项、强弱项。广

泛开展跨界跨项选材，夯实冰雪运动人才厚

度；邀请国际顶级教练和高水平专家参与人才

选拔和培养，借鉴先进理念、方法；在北京首

钢、二七厂、河北涞源等地建立科学训练基地，

改善专业训练场地设施短缺局面……对标北

京冬奥会 109 个小项，中国冰雪军团已实现了

“全项目开展”“全项目建队”“全项目训练”目

标，由此形成竞技备战的新格局。

近两年，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

队选手并未降低备战标准，而是变被动为主

动，依托科技力量，创新训练方法。先进的风

洞实验室，帮助运动员精准打磨动作细节，依

托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运动员的训练状

态和成果有了可视化呈现和分析。从 2020 年

下半年开始，各队伍进行了体能达标测试考

核、开展了体能大比武。缺少高水平赛事练

兵，各支冰雪运动国家集训队组织了各类对抗

赛、模拟赛、挑战赛。

重返世界赛场，各队在积极争取冬奥积分

的同时，也抓住机会考察队员、磨合阵容、了解

对手。

这个赛季，中国队在短道速滑 4 站世界杯

上取得 7 金 3 银 6 铜，获得北京冬奥会满额参

赛资格。在速度滑冰 4 站世界杯中，中国队获

得 4 金 3 银 2 铜，在一直较为落后的长距离项

目上，女子选手获得了参赛资格。花样滑冰项

目，双人滑组合隋文静/韩聪在温哥华站和都

灵站大奖赛上夺得冠军。以钢架雪车为代表

的新兴项目，通过科学训练、刻苦训练，逐渐积

累了一定的竞技实力。北欧两项、自由式滑雪

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等弱势项目也实现了历

史性突破。

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陆续入住冬奥村，

进行最后的参赛准备。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

中国队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

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此次参赛要以拿道

德、风格、干净金牌为根本遵循，切实增强为国

争光的志气、勇气，在冬奥赛场积极展现新时

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力争实

现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成绩和精

神文明双丰收目标。

数据来源：国家体育总局

图①：短道速滑选手任子威（左一）在比赛中。

图②：花样滑冰双人滑组合隋文静（左）/
韩聪在比赛中。 影像中国

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开启第十二次冬奥之旅—

全力拼搏 为国争光
本报记者 季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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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者刘

志强）1 月 27 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自 1 月 4 日提供部分交通服务以

来，冬奥交通疫情防控措施执行良好，

服务保障规范有序。

据介绍，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

张家口市共同筹措的 6800 余辆服务

用 车 和 1.3 万 余 名 驾 驶 员 已 全 部 到

位。国铁集团开发了 12306 冬奥订票

专区，组织制定冬奥列车开行方案。

北京、延庆、张家口赛区 510 公里的冬

奥专用道路网施划完毕，已于 1 月 21
日全面启用。1 月 4 日至 20 日，冬奥交

通执行“小闭环”管理，为提前入境的

涉奥人员提供机场接驳和驻地往返场

馆间的专用班车、出租车、包车等服

务，1 月 21 日起正式为涉奥人员提供

交通服务。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聚焦开闭

幕式、涉奥人员抵离、运动员转场等关

键环节，加强交通服务，确保防控到

位、保障到位、服务到位、响应到位，为

冬奥会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据介绍，交通运输部与北京冬奥组

委、属地人民政府紧密协作，按照闭环

内外“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界面严

管控、人员不跨区”的要求，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制定冬奥交通疫情防控方

案和指南，细化闭环内外各类涉奥人

员、交通运输各场景各环节防控措施；

建立完善防疫机制，将防疫责任落实到

具体负责人，确保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

一线从业人员熟知防疫要求；指导交通

运输服务保障单位落实落细各项防疫

措施，加强闭环内人员“点对点、一站

式”运输组织；强化疫情处置，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及时做好人员

信息登记、接触区域消杀、配合流调溯源等工作。

针对极端天气应对处置，目前北京冬奥会运行指挥部交

通保障组已从建立健全应急体系、加强协同联动、做好通行保

障、强化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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