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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跃山河壮，神州日月新。

在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有可亲可敬的人

民、日新月异的发展、赓续传承的事业，更有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的奋斗故事。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主

题宣传的重要开篇，广大新闻工作者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如约踏上“新春走基层”的征程，深

入生产生活一线，感受时代的脉动，热情讴歌国家发

展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自

1 月 17 日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以来，人民日报推

出《走上振兴路 乡村日子甜》《帮扶政策稳 生活气

象新》两大特别报道以及《“冬奥，咱也能参与了！”》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百余名记者进社区、访农

家、入企业，呈现“年味”十足的喜庆氛围，以生动鲜

活的全媒体报道形式展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记者乔栋顶着大雪，深入处处是绝壁、悬崖的山西长

治市平顺县东寺头乡神龙湾村，探访深山之中的小

村庄如何利用道路、网络与电商平台等连接外面的

世界，撰写了《电商来到小山村之后……》。

新华社派出 450 余名文字、图片、视频记者，组

成 100 余路全媒体采访小分队，奔赴乡村田野、城市

街区、工厂车间、边疆哨所、春运现场、防疫一线，持

续推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小切口的融媒体报

道。《“苦药材”熬出“甜日子”——青海互助魏家堡村

的乡村振兴“密码”》《“边境线上多了 2143 个戍边卫

士！”——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依托地方科技力量

推动智慧边防建设见闻》《春运，高原复兴号首次加

入！》等重点融合报道，全面展现新时代人民生活和

社会发展新气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 60 多路记者，联动

30 多个地方记者总站，用心用情打造“新春走基层”

报道。截至 1月 29日，新闻频道播发“新春走基层”报

道 38 条，中国之声推出报道 31 篇，受众触达人次

10.98 亿次。记者们抓住春节这一浓情时刻，讲述各

行各业人们坚守岗位、积极向上、勤劳奉献的故事，激

发人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热情。其中，新闻

联播推出的《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第一次呈现了海拔

4676 米的西藏军区标沙拉错哨点，记者用镜头见证

了边防官兵顶风冒雪在生命禁区武装巡逻的场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深入冬奥会场馆及全国多地

训练场，展现场馆建设、奥运科技、志愿服务等“不同

赛场”上的人们共同拼搏、为国争光的动人场景。

感悟伟大时代，凝聚笔端力量。解放军报记者

兵分多路，上高山海岛，访边防哨所，踏林海雪原，记

录一线官兵精武强能、牺牲奉献、忠于使命、践行宗

旨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采。

年年走基层，岁岁有新事。光明日报记者听民

情、访民生，用饱含深情的笔与镜头，记录下属于这

个时代的芳华绽放和梦想生长。《街头干洗店》《学校

来了特殊客人》等稿件，将发生在你我身边鲜活感人

的奋斗故事娓娓道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后的第一个春节，人民的生活有何变化？

经济日报记者探访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实践，以微观视角展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日报记者吴

勇与来自奥地利、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 10 位国际

友人共赴辽宁沈阳沈北新区，同赶有着 300 年历史

的蒲河大集，体验传统文化，共享幸福中国年。工人

日报记者身赴一线倾听来自基层的心声，为劳动者

放歌，为奋斗者鼓劲。中国妇女报记者深切感受普

通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

切期盼，捕捉美好的新春气息和发展气象。农民日

报记者走入深山和乡村，展示农业新成就，记录中国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道路

上前行的脚步。人民公安报记者报道各地公安机关

和广大公安民警辅警在春运安保、疫情防控、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一线坚守岗位、维护稳

定、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

俯下身，动真情。“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守岁’，

守的是小家的幸福团圆；今天，和民警一起在边境抗

疫一线‘守岁’，守的是万家灯火的岁岁平安。走基

层，一路学习，一路感动。”除夕，人民日报记者张艺

开走进黑龙江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东宁大队，和坚

守在抗疫一线的 70 多名移民管理警察一起就地过

年，用文字记录“忠诚为民、担当奉献、专业文明、公

正廉洁”的崇高精神。

梦想召唤，使命催征。在春运的列车上，在抗疫

的坚守中，在为冬奥最后冲刺的准备中，在每一个人

努力奋斗的生活里，更多的故事正在被记录。

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

践行“四力”感受时代脉动
本报记者 叶 琦

本报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

余建斌）贴春联、挂灯笼，喜庆的年

画 、红 红 的 中 国 结 …… 正 在 太 空

“出差”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把中国空间站装扮得年味十足，迎

接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春节。

1 月 31 日，农历除夕，神舟十三

号航天员在遥远的太空专门发来

视频，向祖国和人民送上祝福。拿

着对联的指令长翟志刚说：“祝大家

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

着喜庆服装的王亚平祝全国小朋

友们“生龙活虎、茁壮成长”，祝福我

们伟大的祖国“福虎生旺、繁荣富

强”。叶光富手持“福”字祝愿全国

人民“新春愉快、阖家幸福”。

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距离地球

400公里的“中国宫”里迎新春、过大

年。一个月前，他们在这里欢度了

元旦，迎接了 2022年的第一缕阳光。

为了让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在

春节期间能够吃到香喷喷的饺子，

科技人员专门准备了 3 种馅的饺

子：猪肉白菜馅、鲅鱼馅、黄花菜馅。

2021 年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升空并与天和核心舱

自 主 快 速 交 会 对 接 ，航 天 员 翟 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开始了长达半

年的太空驻留。截至目前，他们 3
人在轨时间均超过百天，翟志刚和

王亚平分别成为在轨时间最长的

中国男、女航天员，这个纪录将至

少保持到 2023 年。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 2022 年全

面建成空间站。未来，将有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在太空迎新年、过春节。

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迎新春过大年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祝祖国繁荣昌盛

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庙贝村，细心的

村民们每天下午 3 点左右，都会看到一辆标有繁体

字“区泰记”的粤港两地大货车经过。出深圳文锦渡

口岸，过虎门大桥，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穿过绿油油

的香蕉地或甘蔗林，大货车总是风雨无阻地准时来

到东升农业集团总部——东升农场。

1 月 31 日，这辆车中午时分就到了。

南沙东升农场面积超过 5000 亩，主要种植菜

心、生菜、上海青等有机蔬菜，主要销售终端为香港、

澳门和珠三角大型商超，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基地。

为 了 让 粤 港 澳 大

湾区的市民除夕吃上

新鲜干净的蔬菜，东升

农场的员工们坚守岗

位 ，香 港 籍 司 机 李 生

31 日特地提前两个小

时从家里出发，就是为

了能赶在大家做年夜

饭前把“放心菜”运回

香港。

“昨天就接了 60 余吨的订单，主要来自香港、澳

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一直忙到凌晨 4 点后才

休息。”农场总经理区志荣说，“为了让大湾区同胞尽

快吃上我们的‘放心菜’，值得。”

来到偌大的加工配送中心，记者换上防护衣和

卫生鞋套往里走，只见有机蔬菜加工配送、新零售蔬

菜加工配送等六大专业车间有序排列；举目望去，红

艳艳的灯笼椒、绿油油的生菜、手臂粗的莲藕等五六

十样菜蔬瓜果，琳琅满目；数十名穿着草绿色围裙制

服的工作人员正麻利地忙碌着，装卸、分拣、称重、装

箱、打包、贴码……

“我们集团有 5 万多亩种植基地，其他合作产地

也都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已坚持有机种

植 18 个年头，也早已建立起严格完整的食品安全体

系。”副总经理范梅红用手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点

击“黄秋葵”，它的产地、日期、质检员姓名等信息一

目了然。

路过供港蔬菜加工配送车间，记者感到一阵凉

意，原来蔬菜对作业空间有特殊要求——必须保持

在恒温 5 摄氏度。凑近一个装满红葱的泡沫箱，可

以看到香港的详细收

货地址。“现在都是提

前 预 订 + 送 货 上 门 。”

区志荣介绍。

农场严把防疫关，

专门设立粤港跨境货

物作业点，即辟出独立

的装卸区、休息区和卫

生间，实行围蔽管理，

供跨境车辆和司机安

全快捷作业。下午两

点多，大货车差不多消毒、装货、检验完毕。李生休

息了一会儿，准备出发。

“今天这趟蔬菜，有近 50 个品种、30 多吨，主要

是供给香港的超市、餐饮连锁店、农批市场等终端。”

李生说，工作虽然辛苦，但很有意义，自己作为香港

市民，也一直从中受益。

“ 放 心 菜 ”喜 上
大湾区年夜餐桌

本报记者 罗艾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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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6 年多来，冰雪运动一直在迅速“南展西扩

东进”，为全民健身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

2018 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在上海举行启动仪式，应

邀参加的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弗格力斯在活动现场备受震撼。他

说，中国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决心和力度令他赞叹。仅在去

年举行的第七届活动期间，全国举办的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就超过

1200 场，参与规模超过一亿人次。同时，教育和体育系统共同推进

的“冰雪进校园”活动，把普及冰雪运动推进到百座城市、千所学校、

百万青少年人群。截至 2020 年，全国共认定“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2062 所。

受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

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调查数

据显示，2015 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

冰 雪 运 动 参 与 人 数 达 到 3.46 亿 人 ，全 国 已 有 654 块 标 准 冰 场 ，较

2015 年增幅达 317%；已有 803 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 年增幅

达 41%。

2022 年 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备赛工作时指出，这些年，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爱上

了冰雪运动，提前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被国际体育界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冰雪运动普及活动，不仅能夯实全民健身的基础，也将为世界

冰雪运动作出巨大贡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这将成为冰雪运

动乃至世界体育发展的伟大机遇。”“北京冬奥会将改变整个世界冬

季运动的格局。”2021 年 12 月召开的奥林匹克峰会认为，“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使得全球冰雪运动的开展迈向新高度。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冬季体育版图正在全国范

围内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南方地区，冰雪体育发展之迅速令人

惊喜。据重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柯萍介绍，重庆现有 6 个冰场

和 10 个滑雪场，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由 2018 年的不足万人次增长到

了 2021 年的百万人次。滑雪培训机构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曾

参与上海和苏州的两座室内滑雪场的运营。他说南方民众的滑雪热

情丝毫不逊于北方，“能滑到真雪，大家非常开心”。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北京近水楼台先得月，冰雪体育获得

长足进展，屡屡在全国比赛中争金夺银。北京周边滑雪场已经成为

大众体育消费的新宠。北京军都山滑雪场总经理乔伟说，他的滑雪

场 2003 年建成后门可罗雀，当年滑雪人次不到三万。2021 至 2022
冰雪季，军都山滑雪场滑雪人次有望突破 16 万。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最重要的

是通过冰雪运动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北京市滑雪协会主

席李晓鸣如此说。

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的理念贯穿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办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把

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

秉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比赛场

馆在满足冬奥会、冬残奥会以及其他赛事需求的同时，都制定了赛

后服务冰雪普及、服务全民健身的长远规划，确保实现举办精彩奥

运与赛后场馆可利用、可经营、可持续的双目标。一个个精品工

程，不仅是为了举办一场全球瞩目的赛事，更是为了人民健康的长

远福祉。

百年大计，深谋远虑。全民健身，利民至上。从冰雪运动普及到

比赛场馆赛后为全民健身服务的设计等，无不彰显“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

“我们将以北京冬季奥运会为契机，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

更高、更强，同时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

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我们要办一届绿色、节约、廉洁的冬奥会，其

重要意义在哪里呢？就在于全民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

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清晰地阐明我们筹办北京冬奥会所担负

的推动全民健身、为民造福的历史任务。

筑梦冰雪 追梦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建设体育

强国的战略目标。

早在 2014 年 2 月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时指出，只要我们立下雄心壮志，奋起直追，就

一定能够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代表团成员倍感

振奋。

2019 年 9 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公布，对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作出明确部署，提出要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标志性事业。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建成“体育

强国”。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将在我国建设体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竖起一座里程碑。

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

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高质量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备战工作，加

快冰雪运动普及和提高，努力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2015 年 11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绿 色 办 奥 、共 享 办 奥 、开 放

办奥、廉洁办奥的办奥理念，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确

立了总原则，指明了总方向。

四大办奥理念彰显时代特色、科学精神和中国智慧，是对奥林匹

克文化的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5 次实地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情

况，亲临现场把脉问诊，进行指导。

按照总书记的部署，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者坚持百年大

计，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按规划和计划推进，打造了一批精品建设工

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没能阻挡住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的稳步推进。2020 年底，全部 12 个竞赛场馆完工，并通过了相关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验收和认证，获得高度评价。

“冰丝带”“雪如意”“水晶鞋”“雪游龙”……这些蕴含中国文化魅

力、体现文化自信的体育场馆，在奥林匹克史册上汇成一道靓丽的

风景。

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雪游龙”是由中国人自主科研攻关

并打破国外诸多关键技术垄断修建而成。在 2021 年 10 月、11 月举

行的国际训练周和测试赛期间，赛道设施质量赢得一致好评。2018
年平昌冬奥会银牌得主、钢架雪车选手洛琳说：“这真是非常了不起

而又特别的赛道，风景和建筑都会激发你竞赛的欲望。”

2021 年底，“相约北京”冬奥测试赛圆满收官，所有场馆硬件、软

件都通过高质量检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全部就绪。

在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

卷”的重要指示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尤其是推动崇礼旧貌换新颜，由一个落后县城变身为美轮美奂的

滑雪之城。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部分雪上项目比赛将在崇礼举行。

奥运春风吹进大山，崇礼发展步入日新月异的快车道。2019 年，这

座小城实现蜕变，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并被美国《纽约时报》推荐

为当年全球旅游目的地。也是这年的 12 月 30 日，世界上首条时速

350 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通车，河北张家口正式进入

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北京和崇礼之间原先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缩

短为 50 分钟。北京人抬脚可及崇礼。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崇礼梦幻般的变化印证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个论断。

新时代是中国人追梦的时代。北京冬奥会是中国冰雪健儿追梦

与圆梦的舞台。

北京冬奥会 109 个赛事小项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项目中国此

前从未开展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彩”的

指示，中国冰雪体育人把全项目参赛和取得历史最佳成绩作为参赛

目标，按照所有比赛项目组建队伍，展开艰难的备赛历程，6 年多来

成果斐然。

2021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河北考察时强调：“我国很多

冰雪项目在两年多时间里实现从无到有，有的项目达到了世界先

进水平，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

2022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冬奥筹办备赛工作时看望

了部分正在北京备赛的运动员，给他们鼓劲加油：人生能有几回搏，

长期准备、在此一举。习近平预祝大家取得好成绩，大家报以热烈掌

声，高呼“请总书记放心！”“我们准备好了！”

一身本领投伟业，一片丹心为报国。

中国单板滑雪选手苏翊鸣在 2021 年 12 月举行的单板滑雪大跳

台世界杯比赛中，夺得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冠军，成为第一个中国单

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冠军。在为国争光梦想的激励下，他几乎每个

训练日都会进行七八个小时的高强度雪上训练，有时一周能滑断好

几块雪板。

中国男子双人雪橇选手黄叶波和彭俊越是从田径和篮球转项来

练雪橇的——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项目。黄叶波说，他们历经常人

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开始每次滑行都会翻车，有时一次滑行翻

两次。”但梦想支撑他们度过了跌跌撞撞的痛苦阶段，并顺利拿到了

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一金的男子短道速滑选

手武大靖，2021 年一直状态不佳，直到 11 月底才拿到一站世界杯冠

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说要把最佳状态留给北京冬奥会。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将向职业生涯的巅

峰发起冲击。

团结合作 命运与共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弘

扬团结、和平、友谊、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契机和舞台。

2022年 1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备赛工作时强调，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我

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而且有利于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进

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2015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国际奥协主席、亚奥

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时说，北京成功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

权，将有利于中国体育及社会经济发展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相

互促进，有利于促进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四大办奥理念的重要指示，强调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中外体育交流，推动东西文明交融，展示中

国良好形象。

“绿色办奥”，重在行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新建冰上项

目场馆和非竞赛场馆全部达到绿色建筑三星标准。所有竞赛场

馆全部使用绿色电力。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说，

根据测算，从 2019 年 6 月第一笔绿电交易开始，到 2022 年冬残奥

会结束，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场馆绿电预计使用 4 亿千

瓦时，可以减少燃烧 12.8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32 万吨。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严格控制成本，努力实现精彩办赛

和节俭办赛的统一。据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部长李燕凌介绍，很

多冬奥物资用新能源运输工具直送场馆，减少了物流，也减少了

碳排放。

北京冬奥会四个冰上项目场馆采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

目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总工程师李久林说，北京冬奥场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

设计理念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

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小萨马兰奇说，北京冬奥会将成为“最绿色”

的奥运会。

延庆赛区共计完成 214 万平方米的生态修复工作。赛区施工之

前，首先进行了生态环境本底调查，为赛区建设划出“生态底线”，制

定了“工程避让、工程减缓、工程补偿”三大原则。一条雪道改变施工

计划，只为保护一棵无法移植的水榆花楸古树。雪道施工项目负责

人付召坤说，以前修路，心中只有路；现在修路，心中更有山、有树、有

草、有动物，还有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家园。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环保

理念在北京冬奥筹办中的践行，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风范与

担当。

在习近平总书记“共享办奥”“开放办奥”理念指引下，北京冬奥

筹办工作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集各方之智，汇各界之力，兴天下之

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思路不谋而合。

北京冬奥组委在筹办过程中始终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

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等保持良好合作。吸收国内国际资金和社

会力量参与筹办工作。将举办北京冬奥会部分雪上项目比赛的云顶

滑雪场等，由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投资建设。总部位于意大利博尔扎

诺的天冰公司等国际企业入驻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

“我们在张家口享受了冬奥红利。”天冰冰雪设备张家口有限公司总

经理皮埃尔·萨鲁索说。

参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还有从全球 18 个国家

和地区遴选出来的 57 名特聘专家。奥地利冰球专家哈里德·斯普林

费尔德 2018 年 4 月加入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冰球项目的筹办工作出谋划策。北京冬奥筹办长远规划中的环保、

共享等理念，让他深有感触。他说：“我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参考中国

的做法。中国在决定申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时，就做好了计划，且为

冬奥会结束以后做了更加长远的打算。”

北京冬奥为首钢园区带来梦幻般的“变脸”，更是令国际体育界

赞叹不已。当年首钢为北京奥运会环境治理而整体搬迁留下的一片

废弃工业园区，因为北京冬奥而重新焕发生机。在一座座浸染历史

沧桑的巨型炼钢设施的注视下，北京冬奥组委入驻园区，多支冬季项

目国家队在这里开设新的训练基地，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水晶鞋”拔

地而起，马拉松跑道蜿蜒其间……凤凰涅槃、变身“网红打卡地”的首

钢园区周边已经被国际奥委会批准为“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与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相映生辉。

首钢园区的变迁，为国际奥委会提出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

续”的办奥新模式确立了中国范本。巴赫每次谈到首钢园区，从来不

吝赞美之词。有一次，他甚至克服恐高症攀上首钢三号高炉。园区

风物尽收眼底，巴赫动情地说：“谈到可持续发展，你只需要在这里看

一看。”

国际形势风云激荡，新冠疫情阴霾不散。全人类渴望共克时艰、

团结向前的心情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奥林匹克格言新增加的内容

“更团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都是顺应历

史潮流、切合人类心声的时代呼唤。

团结合作，命运与共。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初衷，也

是奥林匹克的终极理想。

（新华社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马邦杰、黄玥、张骁、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