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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1日电 （记者陈尚文）在 11 日国际奥委会、北

京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

玉民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取得的丰富遗产成果。同日，北京冬奥组

委 发 布 了《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遗 产 案 例 报 告 集

（2022）》。

刘玉民介绍，北京冬奥会最重要的遗产成果是实现了“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这一申办冬奥会时北京向世界作出

的承诺，如今已经实现。

北京冬奥会最大程度地利用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遗产，并在

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双奥遗产。北京冬奥会共使用了 14 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遗产，其中国家游泳中心、首都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

中心等新增或优化了制冰设施，使这些场馆适用性大大提升。

北京冬奥会践行绿色环保、传承自然的建设理念。北京冬奥

会新建、改建的 7 座冰上场馆、9 块冰面，均使用了环保型制冷系统

和环保型制冷剂。北京冬奥会所有新建室内场馆，全部达到了绿

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北京冬奥会研究制定的《绿色雪上运动场馆

评价标准》，不仅是这届冬奥会的一项重要遗产，也是中国对国际

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

北京冬奥会带动了工业遗址复兴和主办城市全面发展。刘玉

民说，在延庆赛区，京礼高速直达赛区核心区，京张高铁直达延庆

城区，场馆的建设和高速交通系统的保障，带动了延庆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产业的全面发展。张家口赛区，不仅建设了竞赛场馆、非

竞赛场馆，还同步建成太子城冰雪小镇，赛区每年滑雪人次从 20
万增加到 200 万以上。

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在建设之初就同步考虑了赛时使用和

赛后遗产的双重要求，制订形成了场馆遗产计划。

此外，经过多年筹办，北京冬奥会还形成了体育、文化和人才

等多方面遗产。

“北京创造了历史，它是第一个‘双奥之城’，这本身就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遗产的再利用。”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持续发展总监

玛丽·萨鲁瓦表示，遗产不仅仅关乎有形基础设施再利用，北京冬奥

会在培养体育人才、传播冰雪文化、拉动冰雪经济等方面已经体现

了奥运遗产的作用。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对全球市场也至关重要。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森表示，北京冬奥会带动了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冰雪运动的发展，将带动冰雪经济、装备制

造等各个方面的提升。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

例报告集（2022）》收录了其中的 44 个典型遗产案例，总结提炼了

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冬奥场馆、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城市更新、区

域协同、文化传播、奥林匹克教育、志愿服务、包容性社会建设等多

方面的成果。

北京冬奥组委—

北京冬奥会遗产成果丰富

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 2 月 10 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奥会已经成为

迄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在转播时

长、技术、内容制作方式等多方面都书写

了新纪录。

北京冬奥会诞生的这项“新纪录”，是

由全世界一起创造的：谷爱凌凌空一跃，聚

焦 了 全 球 观 众 的 目 光 ；花 样 滑 冰 男 单 比

赛，各路高手尽展绝技；还有那些满是“中

国风”的现代化场馆、热情的志愿者和观

众，当然，也少不了“冰墩墩”带来的会心

一笑……冰雪虽冷，冬奥热在人们的心头。

国际奥委会的报告中说，不仅美国、加

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冬奥收视

率始终保持在高位，在拉丁美洲等地区，冬

奥会的关注度也大幅提升。

为什么北京冬奥会在全球如此受欢迎？

得益于科技办奥、技术应用，5G 信号

覆盖、“云上”转播为全球观众带来了更为

精彩的观赛体验。以高科技作为支撑，用

传统文化为赛事点睛，北京冬奥会的别具

一格令世界赞叹不已。

运动员从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腾空而起，背景是盘旋在崇山峻岭中的万里

长城，古老与现代交汇出壮美的风景。美国

队选手安娜·霍夫曼兴奋地发布了一条视频，赞叹“真是太酷了！”

首钢滑雪大跳台，首个坐落在城市中的雪上比赛场地。奥运

五环标志、老工业区遗存的冷却塔，与造型优美的大跳台，交织出

别样美感，为运动员带来前所未有的参赛体验，为全球观众留下独

一无二的深刻印象。

“最快的冰”和“最美的冰”托举起精彩非凡的比赛，“雪飞燕”

“雪游龙”“冰玉环”……中国气派与奥运风采交相辉映。打开冬奥

会的窗口，世界看到了一个开放、自信、生机勃勃的中国。

北京冬奥会所有的精彩，都令“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加熠熠生辉。“我觉得，体育一定是用来团结人

们的。”谷爱凌的感受，正是运动员用赛场内外的比拼与交流，向世

界发出的呼唤。

也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当前，世界需要一届成功

的冬奥会，向世人发出明确信息，即任何国家、民族、宗教的人民都

可以超越分歧，实现团结与合作。

北京，正在为世界奉献一届“更团结”的冬奥会，汇聚起“一起

向未来”的澎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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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北京冬奥会进入开幕式后的第七

个比赛日，各赛场共产生 7枚金牌，中国队在

钢架雪车赛场收获一枚铜牌，速度滑冰和短

道速滑赛场还产生 2项新的世界纪录。

当晚，男子钢架雪车比赛在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结束，中国队选手闫文港以 4 分

01 秒 77 的成绩夺得铜牌，另一名中国队选

手 殷 正 以 4 分 02 秒 13 的 成 绩 获 得 第 五

名。德国队选手格罗特赫尔以 4 分 01 秒

01 的成绩摘得该项目金牌，另一名德国队

选手容克获得银牌。

速度滑冰男子 10000 米比赛中，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诞生了北京冬奥会第一个

世界纪录。此前已获得男子 5000 米冠军

的瑞典队选手尼尔斯·范德普尔展示出强

大实力，以 12 分 30 秒 74 的成绩刷新由自

己保持的男子 10000 米世界纪录，获得冠

军。荷兰队选手鲁斯特和意大利队选手吉

奥托分获亚军和季军。

短道速滑比赛继续在首都体育馆进

行 。 在 女 子 1000 米 决 赛 中 ，荷 兰 队 选 手

舒尔廷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此前进行

的 1/4 决 赛 中 ，舒 尔 廷 就 以 1 分 26 秒 514
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韩国队选手崔

玟桢、比利时队选手德梅分别获得银牌和

铜牌。

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资格赛中，中国队

选手武大靖和任子威分列各自小组第一，

孙龙因对手犯规被判晋级下一轮，3 人均晋

级 1/4 决赛。在男子 5000 米接力半决赛

中，由武大靖、任子威、孙龙和李文龙组成

的中国队晋级 A 组决赛。“进入决赛的每一

支队伍实力都很强，我们要拼尽全力，减少

失误，滑出自己的最好状态。”任子威说。

在冰壶男子循环赛第三轮中，中国男

子冰壶队及时调整心态，稳扎稳打，以 5∶4
战胜丹麦队，取得循环赛首胜。中国队将

在下一轮迎战意大利队。

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在

云顶滑雪公园举行。日本队选手平野步梦

凭借第三次出场得到的 96 分，超越澳大利

亚队选手斯科蒂·詹姆斯，获得金牌。詹姆

斯以 3.5 分之差获得银牌，瑞士队选手扬·
舍雷尔以 87.25 分获得铜牌。

越野滑雪男子 15 公里（传统技术）比

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决出金牌，共有 99
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 4 名选手参赛，尚

金财和刘荣胜分别位列第四十一名、第四

十七名，哈得斯·巴德里汗排在第五十七

名，次仁占堆则位列第六十三名。芬兰队

运动员伊沃·尼斯卡宁以 37 分 54 秒 8 的成

绩夺冠。俄罗斯奥委会队选手亚历山大·
博利舒诺夫摘得银牌，挪威队选手约翰内

斯·赫斯弗洛特·克莱博获得铜牌。

这是尼斯卡宁的个人第三枚冬奥金

牌，他曾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2018 年平

昌冬奥会上分别赢得一枚金牌。他的姐姐

凯尔图·尼斯卡宁 10 日在越野滑雪女子 10
公里（传统技术）比赛中摘得银牌。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迎来女子超级大回

转项目的比赛。瑞士队选手拉拉·古特—

贝 赫 拉 米 以 1 分 13 秒 51 的 成 绩 夺 得 冠

军。奥地利队选手米丽娅姆·普赫纳和瑞

士 选 手 米 歇 尔·吉 辛 分 别 获 得 亚 军 和 季

军。两名中国队选手倪悦名和孔凡影顺利

完赛，分别位列第四十和第四十一位。

（本报北京 2月 11日电 记者李硕、郑

轶、陈晨曦、季芳、李洋、王亮）

图④：2 月 11 日，中国队选手哈得斯·
巴德里汗在越野滑雪男子 15 公里（传统技

术）比赛中。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开幕式后第七个比赛日共产生七金

过去的几天里，宛如一条纯白丝带的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雪游龙”已经见证了多名中国队选手

在这里取得突破，不断为中国雪车雪橇运动翻开

崭新一页。2 月 11 日，男子钢架雪车选手闫文港

和殷正再添精彩一笔。

当晚，男子钢架雪车迎来第三、第四轮的比

赛。24 岁的闫文港以 4 分 01 秒 77 的成绩夺得铜

牌，这也是中国队选手在冬奥会雪车、雪橇、钢架

雪车等项目中获得的第一枚奖牌。他的队友殷正

也有出色发挥，以 4 分 02 秒 13 的成绩获得第五

名。德国队选手格罗特赫尔和容克分别获得金牌

和银牌。

“这几年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希望能够把更好

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在 10 日的男子钢架雪车前

两轮滑行结束后，闫文港表示。一天之后，他便向

着目标全力冲击。在最为关键的第四轮滑行中，

闫文港和殷正分别取得 1 分 00 秒 15 和 1 分 00 秒

28 的佳绩，高居所有选手中的前两位，也将自己

的总排名提升到最终的第三名和第五名。

据统计，闫文港比赛中的最快时速已经接近

130 公里。中国队选手近年来的成长也一样快

速。北京冬奥会仅是中国队选手第二次出赛冬奥

会钢架雪车项目。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组队

不到 3 年的中国钢架雪车队初登冬奥赛场，耿文

强在男子钢架雪车比赛中获得第十三名的成绩。

在随后的几个赛季里，耿文强连续站上国际比赛

的领奖台，从北美杯加拿大惠斯勒站冠军，到世界

杯法国拉普拉涅站季军，再到世界杯奥地利因斯

布鲁克站冠军，创造了中国钢架雪车的多个经典

瞬间。在他的带动下，闫文港、殷正、陈文浩等中

国队选手大幅提升了技战术水平，中国钢架雪车

项目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如今，闫文港登上领奖台，殷正获得第五名的

好成绩，再一次为中国钢架雪车项目实现突破。

钢架雪车是一项惊险而刺激的运动，考验着

选手的勇气和技术。“现在我已经非常享受这种高

速滑行的感觉。”闫文港说，“这种享受是通过千百

次的滑行才锻炼出来的。”不只是钢架雪车，中国

队在雪橇和雪车两个项目上都首次实现了冬奥会

全项目参赛，其中中国雪橇队更是首次登上冬奥

赛场。在光滑而弯曲的赛道上疾驰，容不得半点

失误，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队选手，面对困难和挑

战，“投入”和“专注”是他们给出的答案。

对于这项惊险的运动，闫文港的情感越发深

厚。“我已经滑了 7 年了，现在感受更多的，是热

爱。”闫文港说。

闫文港夺得男子钢架雪车铜牌，殷正获得第五名—

突破，源自投入和专注
本报记者 刘硕阳 杨 迅 人民网记者 郝 帅

图①：2 月 10 日，闫文港在男子钢架雪车第一

轮比赛中出发。

图②：2 月 11 日，闫文港在男子钢架雪车比赛

中冲线。

图③：2月10日，殷正在男子钢架雪车第二轮比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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