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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潘俊强）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

会，北京冬奥会拉开了序幕。在赛场上，参赛选手向世界展示冰

雪运动之美；在比赛的背后，北京不折不扣落实“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全面开展赛事服务保障。

2 月 5 日，2022 北京新闻中心召开发布会，介绍城市服务保

障工作。“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确保赛时城市运行安全平稳、高效

运转，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提供强有力支

持。”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北

京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张岩说。

当前，北京统筹全市区域，做好城市运行保障。电力、燃气、

热力、供排水、环卫、通信、有线电视、特种设备等专业保障单位和

相关属地政府围绕冬奥会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训练场馆等涉

奥场所，分别制定了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已组建保障团队 223
支，共有保障人员 2582人、保障车辆和相关设备 1700余台（套）。

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期间，在北京赛区相关的道路、延庆

赛区外部道路、赛区间连接路线、机场抵离路线等路段，有关部

门施划奥林匹克专用车道，方便冬奥交通服务车辆优先、快速

通行。

为提升医疗救治及医疗转运能力，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

共设置了 88 个医疗站，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建立了赛时急救

转运统一调度指挥、血液保障供应等机制，确保医疗救治及时

有效。北京还建成北京冬奥村综合诊所和延庆冬奥村综合诊

所，包含急诊、理疗康复、影像、中医等科室，保障赛时门诊、急

诊、康复转院等医疗救治工作。“我们从 17 家定点医院和 2 家

院前急救机构选拔了 1300 名医疗骨干，作为场馆的医疗保障

人员，并配备了 457 名院级后备力量。”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王

建辉说。

据介绍，按照“一场一策”“一项一策”的服务要求，在中国气

象局的组织下，北京抽调业务骨干人员，在北京赛区、延庆赛区

及冬奥组委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组成预报团队，连续 5 年冬季

在赛区开展实地预报训练。当前，基于数值预报等技术，覆盖冬

奥赛区百米网格、十分钟更新的冬奥气象预报产品已然形成，提

升了冬奥关键气象要素预报准确率。“围绕办赛目标，我们建立

冬奥北京气象中心运行管理机制，做足人员、设备、场地备份措

施，全面做好冬奥气象服务保障工作。”北京市气象局总工程师

季崇萍说。

在冬奥场馆周边、运动员驻地和场馆联络线等区域，围绕

“双奥盛典”“激情和城市活力”等主题打造的环境景观，让参赛

运动员感受北京的热情与魅力。据介绍，今年 1 月以来，北京精

心组织开展了城市景观布置工作，打造的 3 处标志性景观、10 个

主题花坛、620 处景观小品已在全市精彩呈现。

北京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

2 月 5 日 下 午 ，北 京 冬 奥 会 首 枚

金牌在位于张家口的国家越野滑雪

中心产生。挪威运动员特·约豪格以

44 分 13 秒 7 的成绩获得女子双追逐

（7.5 公 里 传 统 技 术 +7.5 公 里 自 由 技

术）冠军。

俄罗斯奥委会选手纳塔利娅·涅普

里亚耶娃以 44 分 43 秒 9 的成绩收获银

牌，奥地利选手特蕾莎·施塔德勒贝尔

以 44 分 44 秒 2 的成绩位列第三。共有

65 名选手参加了此项比赛，其中包括 4
名中国选手。李馨、池春雪分别位列第

三十三名、第三十四名，迪妮格尔·衣拉

木江获得第四十三名，巴亚尼·加林排

在第四十六名。

速度滑冰比赛 5 日在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举行。在女子 3000米决赛中，

荷兰选手伊雷妮·斯豪滕以 3分 56秒 93
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该项目的奥运会

纪录。中国选手韩梅、阿合娜尔·阿达

克分别获得第十五名和第十七名。

挪威队在冬季两项 4× 6 公里混合

接力项目中夺冠，为挪威代表团夺下

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成绩为 1
小时 6 分 45 秒 6。法国队、俄罗斯奥

委会队分获银牌和铜牌。首次参加该

项目比赛的中国队名列第十五位。

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进行

的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项目中，

21 岁的瑞典队小将瓦尔特·瓦尔贝里

夺得冠军。 29 岁的赵洋代表中国队

第一次登上该项目的冬奥会舞台，以

64.95 分的成绩排名第二十。

（本报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陈晨

曦、郑轶、乔栋、孙龙飞、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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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短道速滑起源于加拿大，在 1988

年卡尔加里冬奥会被列为表演项目，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被列为正

式比赛项目。2022 年北京冬奥会短

道速滑比赛在首都体育馆进行，自 2

月 5 日开赛至 2 月 16 日结束。混合

团体接力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新增

项目。

赛场：短道速滑比赛场地通常为

30米× 60米，赛道为椭圆形，内缘周长

111.12 米。不同项目滑行圈数不同，

如 500米比赛滑行 4.5圈，1000米比赛

滑行 9 圈，1500 米比赛滑行 13.5 圈。

为确保运动员的安全，赛场四周安放

泡沫防护垫。

装备：运动员装备主要包括冰刀

和冰鞋、冰刀养护用品和防护用具。

比赛时，运动员穿着头盔、手套、

防割防扎耐用材料制成的

护踝和护颈、长袖长裤

连身服、带有软垫

的硬壳护膝等

防护装备。

赛 制 ：比

赛采用淘汰制，

首轮比赛站位

通过抽签决定，小

组前 2—3 名 进 入 下

一轮比赛，其后各轮次

均按照上一轮比赛成绩

分配道次，成绩优者排

在内道。

项目：北 京 冬 奥 会

短道速滑比赛共 9 个小项，分

别为：男子 500 米、1000 米、1500 米、

5000 米接力；女子 500 米、1000 米、

1500 米 、3000 米 接 力 ；混 合 团 体 接

力。接力项目，每队在不同轮次可

选派不同队员登场，但每轮比赛只

能 由 4 名 队 员 交 替 完 成 。 短 道 速

滑 比 赛 速 度 快 、对 抗 激 烈 ，比赛允

许一定的身体接触，但若有推挤或

阻碍其他运动员的行为，将被视为

犯规。

整理：史 哲 制图：张芳曼

“读懂”短道速滑

有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夺金的喜

悦，也有多个项目初登赛场的突破。冬奥

会开幕后比赛首日，中国选手的表现令人

振奋，中国冰雪运动的进步令人感怀。

短道速滑是中国冰雪运动的传统强

项 ，2000 米 混 合 接 力 在 冬 奥 会 中 首 次 设

项。比赛过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中国

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枚冬奥金牌，实

现了新的突破。

在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冬季两

项 4× 6 公里混合接力、男子单人雪橇等项

目中，中国选手虽然没有出众的成绩，但他

们同样为中国冰雪运动创造了历史，首次

在这个项目中代表中国队亮相冬奥赛场。

一个项目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是一

代代运动员、教练员奋斗累积的过程。一

代代冰雪运动员的付出、突破、传承，犹如

一场没有止境的接力赛，推动着中国冰雪

运动拾级而上，达到新的高度。

回望中国短道速滑成为强队的历程，

也正是从第一次参赛、第一次拿到奖牌开

始的一次次突破之旅。突破的意义，不是

简单地用成绩的优劣来衡量。拿到金牌和奖牌是突破，站上奥

运赛场同样是突破。在突破中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更好的自

己。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就在其中闪耀。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中国代

表团旗手赵伟昌担任第一棒火炬手。回忆起当年中国选手初

登冬奥会赛场的情景，赵伟昌感慨万千：“那一年，全部 28 名运

动员没有一人取得好成绩，让我们看到了巨大差距，也促使我

们更加努力。”

差距催人奋进。为国争光、敢于拼搏的精神，鼓舞着冰雪运

动员努力实现新的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印刻着他们对祖国的

深沉热爱，对梦想的不懈追求。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次实现了 15 个分项参赛全覆

盖。这些选手同样见证着中国冰雪运动的前行之路，他们的开

拓，也在鼓励着更多的后来者奋斗前行。

为每一次突破喝彩，为每一点进步加油。更多的挑战还在

前方，中国冰雪运动员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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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 如 一 道 红 色 闪 电 划 过 冰 面 ，武 大 靖

率先冲过终点，他的身后，意大利选手仅仅

落后了一个刀尖的距离，电光石火间，胜负

决出。

2 月 5 日的首都体育馆，见证了这一荣

耀时刻。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决赛中，

由范可新、曲春雨、任子威、武大靖出战决赛

的中国短道速滑队不负众望，以 2 分 37 秒

348 的成绩夺冠，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后的首

个比赛日，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取得了

开门红。全场沸腾！

赛后，队员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庆祝

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他们举起国旗，与观众

分享这一荣耀时刻。

“我们做到了！”走下赛场的范可新，握

紧了拳头。多年的坚持和拼搏，历经 3 届冬

奥会，此刻终于圆了“金牌梦”。

武大靖眼眶湿润了。 4 年前的平昌冬

奥会，他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唯一一枚宝

贵 的 金 牌 。 今 天 ，与 队 友 一 起 ，拼 下 这 枚

接 力 金 牌 ，对 武 大 靖 来 说 ，有 着 特 别 的 意

义 。“ 备 战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这 4 年 ，有 高 峰 有

低谷，经历了太多，今天终于圆梦了！”

混合团体接力赛，竞争异常激烈。中国

队的夺冠过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半决赛

中，同场竞技的 4 支队伍都拼尽全力，争取晋

级。中国队在比赛开始后不久的交接棒环

节，受到干扰失去了原本的领先优势，最终

排在第三位冲过终点。成绩审议的过程令

人煎熬。现场裁判反复观看了比赛录像，确

定同组的俄罗斯奥委会队、美国队犯规，最

终，中国队晋级 A 组决赛。

“今天已经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任

子威表示，比赛过程很曲折，但大家为了共

同的目标，都在及时调整状态。等待结果的

时候，大家互相鼓励。当成功晋级的消息传

来，再次燃起了队员们的斗志。

登上决赛赛场的中国队信心满满。“既

然上场比赛，就要拼尽全力，去冲、去拼搏！”

范可新说。“比赛就要拼到最后一刻，不轻言

放弃。”对于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曲春雨而言，

这段经历让她收获很多。

金牌来之不易。正是每一天的全力以

赴、精益求精，铺就了通往梦想的路。“这 4 年

是最艰难的 4 年，也是心态、能力提升最快的

4 年。”回顾过往，任子威感叹不已。

这枚金牌，也为中国代表团的所有运动

员增添了信心。“每一次出场，都将全力以

赴。”这是中国冰雪运动员的共同心声。

短道速滑赛场迎来激动人心时刻

中国代表团首金入账
本报记者 季 芳 李 洋

中国短道速滑队队员展国旗庆祝。

倪敏哲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