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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是保障冬奥会顺利举办

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历届冬奥会来

看，因高影响天气如大风、大雪、大雾

等推迟赛事的情况并不少见。如何避

开高影响天气、在高影响天气背景下

找到适宜赛事举办的“气象窗口期”，

成为我们气象预报员最重要的工作。

就以我所负责的跳台滑雪项目的

气象预报为例，由于跳台滑雪项目对

风速要求很高，风速不能超过每秒 4
米的风险阈值。如果比赛时风力超过

阈值，会影响运动员的空中飞行姿态、

着陆动作和比赛成绩，甚至会威胁到

运动员的安全。我的主要工作是精准

找到风速小于每秒 4 米的比赛“窗口

期”，供组委会对比赛时间进行调整、

优化等。

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本次冬奥会，一些赛区是

复杂山地地形，比赛要求根据各项赛事对气象要素的不同

需求，实行“一场一策”“一项一策”，即对每一场、每一项赛

事精准预报。复杂山地气象精准预报是国际公认难题，人

们常用“百米不同天”“一天变四季”来形容山地气象。对预

报员来说，要实现精准预报，面临巨大挑战。

在大陆性冬季季风气候主导下，崇礼多大风、低温天

气。如何在大风天气条件下，特别是在未来 1—3 个小时

内，找准适宜比赛的、风速小于每秒 4 米的赛时“窗口期”？

从 2017 年冬季开始，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气象中心的 36
名预报员便开始在赛区进行实战预报训练，收集赛区观测

数据、构建山地气象预报模型等。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布设

了 11 套冬奥专用气象观测设备，捕捉每一条赛道从起点到

结束点的气象要素变化，加上各类激光测风雷达、微波辐射

计、风廓线等设备，形成了立体监测网络，为预报员提供大

量实况数据。再加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专项研

发团队研发的高精度数值天气预报模型、多源气象数据快

速集成融合模型、预报误差人工智能订正模型等关键技术

方法，构建了冬奥气象预报技术体系，并实现逐 10 分钟更

新，为精准预报提供了科技支撑。

（作者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首席气

象预报员、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场馆气象预报组组长，本报记

者李红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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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偶像同台竞技，这感觉真棒！”在北

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中，17 岁的小将苏翊鸣为中国队摘得银牌，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领奖台上，苏翊鸣和身

旁的加拿大队选手马克斯·帕罗特和马克·
麦克莫里斯紧紧相拥。

这两名加拿大队选手被苏翊鸣视为偶

像。前者是该项目的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亚

军，后者则是三届冬奥会铜牌得主。当然，成

为偶像并非仅仅因为耀眼的成绩，更让人敬

佩的，是他们对单板滑雪项目数年如一日的

热爱与坚守，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

要想在一场如此高水平的比赛中脱颖

而出，参赛选手必须拿出最有冲击力的动作

和最完美的发挥。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

技巧决赛第二轮，马克斯·帕罗特发挥出色，

以一套 1620 度接 1440 度接 1620 度的动作，

拿下了 90.96 的全场最高分，为自己奠定了

获胜的基础。

看着他振臂高呼的样子，谁能想到他曾

在平昌冬奥会后，经历了多达 12 次的癌症化

疗。他一度陷入沮丧，但很快振作起来。恢

复阶段，他在健身房努力练回失去的肌肉，

他说：“每次我把脚绑在滑雪板上，我都比以

前更感激滑雪板，感激它每天都能激发我的

热情。”

“ 打 不 倒 我 的 ，都 让 我 的 意 志 更 加 强

大。”马克斯·帕罗特说。2019 年，当马克斯·
帕罗特又回到他热爱的滑雪板上，就用一枚

世界极限运动会的金牌强势宣告回归。“比

赛中要尽最大努力去完成你想做的动作，然

后享受单板滑雪的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磨难让马克斯·帕罗特对自己热爱的事业多

了一份坚定。

“永远不要放弃梦想，因为‘努力’永远

不会欺骗你。”这是年少成名的苏翊鸣信奉

的格言，也是每一名优秀运动员走向成功

的必经之路。在单板滑雪界，马克·麦克莫

里斯是第一个完成向后翻腾三周 1440 度动

作的选手，曾在遭遇重伤后 11 个月就重返

平昌冬奥会赛场，并最终夺得铜牌。

苏翊鸣是看着马克·麦克莫里斯的比赛

视频不断学习进步的。如今，看着曾经只有

自己腰部那么高的年轻选手战胜自己，马

克·麦克莫里斯由衷赞叹：“从我第一次见到

苏翊鸣开始，就感受到他对单板滑雪深深的

喜爱，以及提升自己的满满动力。这是一个

单板滑雪选手成功的重要因素。很高兴，他

做到了，我为他感到骄傲！”

单板滑雪小将苏翊鸣—

“和偶像同台竞技，这感觉真棒”
本报记者 孙龙飞 乔 栋

一个温暖拥抱，一段暖心祝福，结下真

挚友谊。在 2 月 8 日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决赛结束后，获得冠军的中国队选手谷爱凌

和季军瑞士队选手格雷莫一起走向失落的

亚军、法国队选手苔丝·勒德，安慰伤心垂泪

的对手。

“我非常感谢她，正是苔丝在比赛中跳

出了女子最高难度动作，才激励我去挑战并

成功完成。”谷爱凌说，“我告诉她，我想把金

牌跟她一起分享。”

3 个 00 后小将，都在这场比赛中冲击极

限，彼此鼓舞，让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

目在冬奥会的首次亮相绚丽夺目。

强大的对手，铸就经典的对决，成就精

彩的比赛。“我当然有点伤心，但我也为爱凌

骄 傲 ，这 是 一 场 神 奇 的 比 赛 。”赛 后 苔 丝

感慨。

其实，当格雷莫最后一跳出现失误后，

已 经 完 成 比 赛 的 谷 爱 凌 就 送 上 暖 暖 的 拥

抱。“我们所有选手关系都很融洽，大家一起

分享对这项运动的激情，才能让我们成为更

好的选手，一起将女子大跳台运动推向新高

度。”格雷莫说。

公平竞争，彼此激励，这是冬奥赛场的

常态。在 9 日进行的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

地技巧资格赛中，中国队选手蔡雪桐以预赛

第三名身份晋级决赛。她表示，预赛第一的

美国队选手克洛伊·金的出色表现激励了自

己，“她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选手，我很欣赏

她在比赛中展现出的能力。她一直不断提

升难度，让其他选手都勇于突破自我。”

中 国 队 选 手 金 博 洋 在 花 样 滑 冰 男 单

短 节 目 中 表 现 出 色 ，他 坦 言 ，日 本 队 选 手

羽 生 结 弦 要 挑 战 最 高 难 度 的 阿 克 塞 尔 四

周跳，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敬佩和学习。“他

已经是世界顶尖的花滑运动员，还在不断

地挑战和超越，这正是拼搏精神的体现。”

金博洋说，期待羽生结弦能在北京冬奥会

上实现目标，“如果他完成了这个梦想，我

要去恭喜他。”

与名将同场竞技，更能点燃年轻选手心

中 的 火 焰 。 在 速 度 滑 冰 女 子 3000 米 比 赛

中，22 岁的中国队小将阿合娜尔·阿达克与

49 岁的德国队选手佩希施泰因同组出发。

这是佩希施泰因第八次参加冬奥会。

热 爱 ，让 她 坚 持 训 练 ；梦 想 ，让 她 一 路 向

前。阿合娜尔·阿达克遥遥领先冲过终点

线后，也伸手向这位比她大 27 岁的老将表

达了敬意，并表示，“我能和你同组比赛，真

荣幸！”

面对这名年轻的中国队选手，佩希施泰

因似乎也回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她鼓励阿

合娜尔·阿达克说：“你滑得很好，你的未来

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互动增进了解，交流加深友谊。花样

滑冰团体赛中，王诗玥/柳鑫宇伴随着美妙

旋律起舞，赢得其他国家和地区代表队选

手的阵阵欢呼。“以前一起在加拿大训练时

的很多选手都来到北京冬奥会。赛场上，

我们都会彼此加油鼓劲。”柳鑫宇说，赛场

下，他和王诗玥也会热情招待这些来自远

方 的 客 人 ，“ 我 们 买 了 一 些 纪 念 品 送 给 他

们，也会带他们品尝中国美食，希望他们能

收获美好的冬奥会记忆。”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冰壶混双循

环赛中国队对阵美国队的比赛结束后，中国

队组合范苏圆/凌智为对手送上“冰墩墩”奥

运纪念徽章，4 个不同造型且带有浓浓中国

风的“冰墩墩”让美国队选手非常惊喜。

“冰壶原来就是一种社交性运动，交换

礼物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传统。”凌智说，“希

望用送礼物的方式来表达一下运动员之间

的 友 好 。”两 名 美 国 队 运 动 员 也 对 手 中 的

“冰墩墩”徽章爱不释手，反复端详。“这是

在灯笼上的‘冰墩墩’，前几天我们在冬奥

村 里 过 中 国 年 ，也 有 很 多 灯 笼 ，气 氛 特 别

好 。”美 国 队 选 手 普 利 斯 说 。 下 一 场 比 赛

后，美国队选手给凌智和范苏圆回赠了美

国队徽章，友谊之花悄然绽放。

五环旗下，“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璀璨生辉。世界各地运

动员踏上冬奥舞台，不仅用体育这一跨越国

界的语言自如交流，更敞开心扉，互相鼓励，

弹奏出优美和谐的友谊乐章。

中外运动员互相鼓励、广泛交流

友谊之花 赛场绽放
本报记者 李 硕 季 芳 孙龙飞 李 洋

2 月 9 日上午，中外媒体记者围坐电视机前。屏幕里，

“全聚德”前门店烤鸭厨师长肖宝林手起刀落，片片酥脆油

亮的鸭肉齐卧于盘中。厨师身旁，女主播用中英文双语介

绍“全聚德”历史、挂炉烤鸭技艺，并借助 VR 技术带记者们

体验烤鸭制作流程。

这是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举办的“中国城市形象系

列线上观光采访活动”中的一幕。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外国

记者无法走出冬奥闭环。为此，主媒体中心借助远程视频

采访设备，带领境内外注册媒体记者“走进”天坛公园、颐和

园、什刹海冰场，以及上海武康路、广州永庆坊、张家口大境

门等地，与闭环外的市民“面对面”交流互动。

截至目前，“中国城市形象系列线上观光采访活动”已

举办 10 场，共百余家媒体、200 余人次参加。活动主题包括

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工艺美术、中华老字号传统美食等，将

持续至 3 月 13 日冬残奥会闭幕。

屏幕内外，共同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暨佩娟

本报北京 2月 9日电 （记者陈尚文）9 日，北京冬奥会

颁奖仪式和设计亮点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主媒体中心举行，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表示，

北京冬奥会奖牌、颁奖花束和定制版吉祥物纪念品的设计，

既表达了对全世界运动员的美好祝福，也是对“更团结”奥

林匹克格言的生动诠释。

林存真介绍，冬奥奖牌“同心”是由圆环加圆心构成

的牌体，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同心圆，共设五环，寓意

五环同心、同心归圆，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国文

化理念，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人们汇聚在一起。为

了体现绿色办奥理念，北京冬奥会颁奖花束采用绒线编

结工艺制成。花束寓意着温暖祥和，可永久保存，是永不

凋谢的冬奥之花。

关于定制版吉祥物纪念品，林存真表示，以吉祥物“冰

墩墩”为主体设计，周围辅助以松、竹、梅编织而成的金色花

环，寓意坚韧、顽强和旺盛的生命力，表达对获奖运动员的

敬意和祝福。

奖牌、颁奖花束、定制版吉祥物

生动诠释“更团结”格言

图①：8 日，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右）和

瑞士队选手格雷莫（左）在比赛后安慰法国

队选手苔丝·勒德。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图②：5 日，中国队选手阿合娜尔·阿

达克（左）与德国队选手佩希施泰因在速度

滑冰女子 3000 米比赛中。

王宪民摄（人民视觉）

图③ ：5 日 ，中 国 队 选 手 范 苏 圆（左

二）、凌智（左三）向美国队选手珀辛格、普

利斯（左一）赠送冬奥会纪念徽章。

崔 楠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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