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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

陶相安、季芳）1 月 30 日，北京冬奥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名

单公布，速度滑冰运动员高亭宇和

钢架雪车运动员赵丹将共同担任

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式 入 场 仪 式

将沿用双旗手模式，继赵帅和朱婷

在东京奥运会上担任中国体育代

表团开幕式旗手之后，中国体育代

表团再次选择了男、女双旗手。

“很荣幸能够成为北京冬奥会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高亭宇在社

交媒体上写道，“这也是我一直梦

寐以求的一个角色。我一定不会

辜负这份信任，会争取在赛场上展

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高亭宇曾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获得速度

滑冰男子 500 米比赛铜牌，成为首

位在冬奥会上夺得速度滑冰项目

奖牌的中国队男选手。

得 知 自 己 成 为 北 京 冬 奥 会 中

国代表团开幕式旗手，赵丹表示深

感荣幸：“能够参加冬奥会，我觉得

很幸运，如今又多了一个身份，让

我 更 感 到 身 上 的 责 任 感 与 使 命

感。”2019—2020 赛季，赵丹代表中

国队首次参加了在瑞士举办的冬

青奥会比赛并取得第七名，成为首

位登上冬青奥会赛场的中国女子

钢 架 雪 车 队 选 手 。 2021—2022 赛

季，赵丹在洲际杯因斯布鲁克站比

赛中夺得冠军。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会

忠 表 示 ，高 亭 宇 是 第 二 次 参 加 冬

奥会，这个赛季的成绩也不错；19
岁的赵丹经过层层选拔入选代表

团 ，是 一 位 得 到 充 分 锻 炼 的 年 轻

选手。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于 2 月 4
日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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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临近，冬奥大幕将启。“冰丝

带”“雪游龙”……一座座造型优美、气势恢

宏的场馆设施展示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谋划冬奥场

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

身结合起来，带动首钢、延庆、张家口等重点

区域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

6 年多来，发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作用，北京、延庆、

张家口 3 个赛区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人民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新建场馆还

是场馆改造，都要注重综合利用和低碳使

用，集合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

览展示、社会公益等多种功能。

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是北京赛区标志性场馆。馆内采用

1.2 万平方米的全冰面设计，其中外圈的 400
米冰道将承担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场芯部

分 特 意 设 计 两 块 标 准 冰 场 ，可 同 时 容 纳

2000 人上冰，在赛后能用于举办冰上培训

和娱乐活动。

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

龙”，是国内第一条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雪车

雪橇赛道。该赛道最大落差约 150 米，滑行

时速可超过 130 公里，甚至还有 360 度回旋

弯道。赛道预留了大众体验出发口，便于冬

奥会后在专业安全保障前提下，大众体验雪

车雪橇项目。

在冬奥筹办过程中，一些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场馆改造升级，焕发新的活力。“水立

方”变身“冰立方”，具备冰上、水上赛事以及

大型活动的承办条件，可实现四季运营；五

棵松体育中心只要 6 个小时就可以实现“冰

篮转换”；国家体育馆有了新昵称“冰之帆”，

场馆照明系统还能切换成篮球、体操、马术

等其他比赛模式。

大型体育赛事的场馆赛后利用是一个

难题。中国建设者精心打造的一系列场馆

设施，兼顾赛时需求和赛后利用，成为解决

这一难题的典范。

带动重点区域转型发展

1月 20日，首钢园区上演了一场绚烂璀璨

的灯光秀，在 8分钟的表演中，冬奥冰雪、城市

景观、新春佳节等元素一一呈现，流光溢彩。

首钢于 1919 年建厂，以钢铁制造闻名，

后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厂址搬迁。以筹办

冬奥会为契机，首钢园区迎来了旧貌换新颜

的机会，工业遗存与冬奥文化有机结合，成

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获得了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称赞。

首钢园区变迁的背后，折射了城市发展

与办奥理念的高度契合。2015 年北京冬奥

会申办成功至今，以“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的办奥理念为引领，冬奥筹办走出了一

条高质量、高标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为奥林匹克历史上首个既举办过夏

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北京市

充分利用奥运遗产，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水平；延庆

区立足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向着建设“最

美冬奥城”迈进；张家口市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大局，正逐步建设成为全亚洲冰雪旅

游度假目的地和闻名遐迩的“体育之城”。

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举办冬奥会是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必须一体谋

划、一体实施，实现北京同河北比翼齐飞。

对于滑雪爱好者，晶莹的白雪有着特殊

的魅力。“工作不忙的时候一周滑一次，整个

雪季滑雪天数超过 30天。”在北京从事旅游工

作的王冰女士拥有 11 年雪龄，足迹踏遍黑龙

江、吉林、新疆等省份的主要雪场，最近两年，

她又将张家口崇礼列入自己的滑雪“打卡

点”。“现在交通便利，还有托运自用雪具服

务，我们的滑雪体验越来越好了。”王冰说。

滑雪者的便利，得益于京张高铁的开通

运行。这条高铁线路将北京至张家口最快

轨道运行时间压缩至 47 分钟，不仅在赛时

承担着连通三大赛区的重任，也为赛后持续

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动力。

冬奥筹办 6 年多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

措。北京、张家口两地推出滑雪亲子、森林

探险、民宿年味、世园灯会等 8 条精品旅游

线路，涵盖了两地 70 余种优质冰雪资源；延

庆构筑以“春骑行、夏露营、秋路跑、冬冰雪”

为特色的四季生态体育旅游线路，形成全季

候、全区域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以“体育+”的方式改善区域面貌，让当

地居民获得更多就业和发展机会，从冬奥筹

办中实实在在受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冬奥筹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范佳元

体育影片《冰上轻驰》的“主角”又要登

场了。1988 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上，牙买加

雪车队克服重重困难，历史上首次登上冬

奥会舞台。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那

种为梦想拼搏的劲头令人动容。 1 月 29
日，斯蒂芬斯领衔的牙买加雪车队抵达北

京，又将踏上冬奥赛场。34 年间，队伍训

练备战依然不易，但队员的冬奥梦想从未

改变。

冬奥会开幕在即，参赛运动员从世界各地

奔赴北京，为了同样的冬奥梦想。北京冬奥

会，已经为参赛选手搭建起理想的圆梦舞台。

冬奥之梦是奋斗之梦。在备战的很长

时间里，雪车和人员这两项基本要素成了

斯蒂芬斯和队友要解决的难题。没有雪

车，他们就在道路上推着小轿车进行出发

训练；因疫情隔离在家，他们便在自家后院

里搭建起简易的健身设施坚持体能训练。

直到 2021 年 9 月，牙买加雪车队的队员们

才聚到一起，进行配合练习。“我们要在北

京冬奥会赛场上证明，牙买加雪车队带给

人们的并不只是那部电影！”

冬奥之梦也是坚守之梦。去年 12 月

“压哨”获得北京冬奥会入场券后，英国女

子冰壶选手赖特陷入了如何兼顾本职工作

和训练备战的“纠结”。她是苏格兰一家医

院的护士，“我喜欢照料病人，这也是奥林

匹克精神教会我的。”当地时间 1 月 6 日值

完最后一个班，赖特与队友会合，为冬奥会

进行最后的准备。两种身份、两个“赛场”，

她都表现了最好的自己。

冬奥之梦，还是更多人的希望之梦。

“通过我从事的运动激励非洲的年轻一代，

是我最大的自豪！”来自尼日利亚的伊克佩

凡将是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赛场上唯一的

非洲运动员。怀揣着向尼日利亚乃至全非

洲推广滑雪运动的目标，伊克佩凡意气风

发地走向冬奥赛场。

在共同的冬奥梦想支撑下，每位参赛

选手瞄准不同的目标，站上北京冬奥会的

赛场。这些梦想背后的奋斗、坚守与希望，

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

瞄准目标 追逐梦想
刘硕阳

冬奥会开幕在即，参赛
运动员从世界各地奔赴北
京，为了同样的冬奥梦想。
北京冬奥会，已经为参赛选
手搭建起理想的圆梦舞台

■■走向冬奥走向冬奥R

■■体坛观澜体坛观澜R

1 月 21 日，涂装“瑞雪迎春”的冬奥列车驶过河北张家口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当日，冬奥列车开启赛时运输服务。

孙立君摄（影像中国）

日前，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正式公布，总人数 387
人，其中运动员 176 人，实现了北京冬奥会全部 7 个大项、15 个分

项的“全项目参赛”。1 月 30 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接

受采访时说：“我们将不负青春、不负时代，用中国冰雪人的奋发有

为和北京冬奥会的良好表现回报党和人民的期待。”

代表团中，运动员平均年龄 25.2 岁，有 131 人首次参加冬奥会，

占运动员总数的 74.43%。倪会忠表示，虽然中国运动员整体年龄偏

小，但苏翊鸣、谷爱凌、孙龙、张楚桐、张可欣等选手已经在国际赛场

上崭露头角，何金博、宋祺武、赵嘉文、荣格、拥青拉姆、冉鸿运、普蕊

等一批 00 后小将不畏强手、敢打敢拼，为代表团实现“全项目参赛”

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成长体现了中国冰雪科学备战、刻苦训练所取

得的成果，希望他们能在冬奥赛场收获自信，展现新时代中国年轻

运动员的风采。”

倪会忠说：“进入北京周期后，我们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科学化跨界跨项选材工作，参与选材的总规模达

2 万人。在代表团 176 名运动员中，约有 1/5 的运动员是通过跨界

跨项选材从事冰雪项目专业训练的，雪上项目更是有近一半是跨

界跨项选材运动员。”

倪会忠说，目前代表团正在做着赛前的各项准备，要在北京冬

奥会展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展现中国青

年意气风发、包容友善的良好形象。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

期待展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风采
本报记者 季 芳 陶相安

1 月 29 日，运动员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训练。近日，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项目各参赛队伍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适应场地，熟悉赛道，备战日渐临近的比赛。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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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②分别为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高亭宇、

赵丹。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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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