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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赛区小海陀山

山脚，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宛

若一条蜿蜒盘旋的巨龙，又

称“雪游龙”。北京冬奥会期

间，有 3 项比赛在此举行——

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这

是我到访和服务过的最好场

馆，赛道设施和运行功能将

让每一名参赛运动员享受其

中。”北京冬奥组委雪车雪橇

竞赛组织外籍专家科坦斯日

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中国为各国各地区冰雪运

动员搭起梦想舞台，相信每名

选手都将留下难忘记忆。

科坦斯曾担任拉脱维亚

国家雪车队队员。退役后，

他参与了 2014 年索契冬奥会

和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雪车

雪橇服务保障，并在国际雪

车 联 合 会 任 体 育 和 运 动 总

监。科坦斯表示，中国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还未开始建设

时，他就作为顾问来华考察

场馆选址情况。2018 年 9 月

正 式 加 入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以

来，科坦斯参与了中国第一

条雪车雪橇赛道建设，并负

责对接国际雪车联合会和国

际雪橇联合会，协助规划场

馆设施，筹备设备器材，培训

技术人员。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

全 长 1975 米 ，垂 直 落 差 121
米，由 16 个角度、倾斜度均不

同的弯道组成，其中包括全

球独一无二的 360 度回旋弯

道。场馆不仅设计难度、施

工难度极大，且对施工工艺

要求也非常高。“3 年多时间

里，我目睹了同事们突破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付出了

巨大努力。”科坦斯介绍，在

去年举行的测试赛上，“选手

们反映这条赛道非常有趣且

极具挑战性，这些反馈令我们很欣慰。”

中方研发了全球首个钢木结合结构的“地形气候

保护系统”，打造了世界首条整体加盖遮阳棚的赛道。

遮阳棚可有效降低各种气候因素对冰面的影响，起到

节能保温作用，最大限度降低赛道的能源损耗。科坦

斯表示，以科技推进建筑节能，这种设计体现了中方绿

色办奥理念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对各国各地区

都有重要借鉴。

“‘雪游龙’的建筑风格富有中华文化特色，又巧妙

地融入当地自然景观。场馆与山景交相辉映，极具美

感。”科坦斯指出，一条世界级的赛道，其设施本身和沿

线风景都会激发运动员最佳的竞技状态。

“冬奥会是冰雪运动员成就自我的最大舞台。他

们通过 4 年甚至更长时间努力拼搏，获得宝贵参赛机

会，部分选手或将迎来运动生涯的最后闪光时刻。”科

坦斯认为，中国重信守诺，克服疫情影响，如期举行比

赛，对运动员具有非凡意义。“特别是中方制定详细的

防疫指南、采取闭环管理等严格措施，保障了赛事顺利

进行和运动员等健康和安全。”

近年来，随着科技应用不断进步和冬季运动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并热爱上冰雪

运动。科坦斯说：“不久前，我在延庆滑雪时，雪场上人

声鼎沸。其中一条滑道上，上百个孩子上演了精彩的

角逐。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冰雪运动发展充满活力

与希望。”

科坦斯表示：“相信北京冬奥会这场精彩、热情的

体育盛会将给人们带来更多信心、勇气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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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分钟时间，乘坐京张高铁复兴号，就能从北京

市区到达河北张家口的山区。不久前的体验活动期

间，加拿大记者妮科尔·费里安茨克分享了她的出行感

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乘坐高铁，她看到了不同的风

景，“感觉很愉悦”。从清河站出发到太子城站，她都用

手机记录了下来。费里安茨克还饶有兴趣地介绍了用

手机在 12306 订票平台上购票的过程。

列车穿过长城脚下，如同一条白练在燕山山脉中

时隐时现。斯洛文尼亚电视台记者米兰·约万诺维奇

赞叹，列车时速达到 350 公里，车厢内却非常安静，内

饰也非常精致。

搭乘高铁参加冬奥会开幕式的美国运动员罗伯

特·伯恩斯描述道：“车窗外的夕阳太漂亮了。”在他和

队友们的镜头里，不仅有雪山、农田，还有一排排转动

的风力发电塔。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京张高铁冬

奥服务保障期为 1月 21日至 3月 16日，共计 55天，最高

每日可安排开行冬奥列车 40对。预计在整个运输服务保

障期间，运送运动员、技术官员和持票旅客将达 20万人次。

今年 1 月首发的冬奥列车搭载世界首个高铁 5G
超高清演播室，可实现列车运行中的节目现场录制和

直播，还能进行赛事直播，实现高铁隧道及声屏障内

5G 信号全覆盖。

1909 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 年，京张高铁通车。

从自主设计建设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

35 公里到 350 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也

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国际人士点赞京张高铁
本报记者 万 宇

在被称为“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

22 条“丝带”状曲面玻璃幕墙的外观设

计，宛若速滑运动员高速滑行时冰刀留

下的痕迹，象征着速度与激情。

“冰丝带”的运动员入口处，设有一

面纪录墙，记载的成绩产生于去年的

“相约北京”测试赛。在北京冬奥会速

度滑冰开赛后，各国各地区选手佳绩迭

出，纪录墙上的数据频频被刷新，“最快

的冰”实至名归。

在 2 月 5 日进行的速度滑冰女子

3000 米决赛中，荷兰选手斯豪滕打破

了尘封 20 年的奥运会纪录，摘得北京

冬奥会首枚速度滑冰金牌。在赛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起如何评价“冰

丝带”的冰面质量时，斯豪滕直言“完

美”。获得银牌的意大利运动员洛洛布

里吉达表示，这块场地让她滑得更快，

非常希望能再次在这里参加比赛。

2 月 8 日，两位荷兰选手在短短 10
分钟内接连打破奥运会纪录。33 岁的

冠军内斯毫不掩饰对“冰丝带”的喜爱

之情：“这块冰面太让人惊喜了，我非常

非常喜欢。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这里做

到最好！”

2 月 11 日，“冰丝带”见证了北京冬

奥会首项世界纪录的诞生，瑞典选手范

德普尔以 12 分 30 秒 74 的成绩夺得速

度滑冰男子 10000 米的冠军，并打破世

界纪录。

开赛以来多个奥运纪录乃至世界

纪录的刷新，证明了“冰丝带”冰面的科

技含量。为了打造“最快的冰”，通过采

用国际领先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

冰技术，场馆冰面具有温控准、热回收

率高、碳排放趋近于零等优势。冰面温

度均匀，整个温差不超过 0.5 摄氏度。

软硬度稳定的优质冰面，见证了运动员

自我突破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冰上

竞赛场馆。”长期进行冬季运动报道的

荷兰记者米罗感叹道：“我在世界各地

采访，见过很多冰场，但这里真的给我

留下了最深刻印象。”

玻璃幕墙流光溢彩，银色穹顶格

外美丽。在蕴含科技力量的“冰丝带”

里，运动员正创造更多纪录，书写更多

感人故事。

“最快的冰”展现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 杨 迅

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赛场上，

运动员奋力拼搏、超越自我。赛场外，大众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国际人士指出，

北京冬奥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推动中国冰

雪运动蓬勃发展，带动冰雪产业不断壮大。中

国实现冰雪运动与全民健身文化活动相结合，

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冰雪运动项目不断突破

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多个

项目实现冬奥参赛史上的突破，在多个冰雪项

目中创造了参赛史上的“第一”或“最佳”。中

国代表团组成了史上规模最大、参赛项目最全

的冬奥团队。

“中国代表团派出强大阵容，首次实现 7
个大项、15 个分项的全项目参赛，这是巨大进

步。”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基特·麦康奈尔说。

他还注意到，中国女运动员比例几乎占到一

半，充分体现出性别平等，“这非常了不起”。

北 京 冬 奥 会 挪 威 代 表 团 团 长 欧 弗 雷

博认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有数名滑

雪 运 动 员 取 得 了 令 人 惊 叹 的 进

步 。“ 近 年 来 ，中 国 滑 雪 运 动 员

的水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

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训

练和更多参加高水平比

赛 的 机 会 。”意 大 利

籍 滑 雪 教 练 弗 朗

茨·约 瑟 夫·甘

佩尔说。

塞尔维亚奥委会主席博日达尔·马利科维

奇表示，近年来，中国运动员在冰雪项目的成

绩突飞猛进，一些薄弱项目也有不少突破。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必将激励中国冰雪运动

快速发展。塞尔维亚希望同中方加强在冰雪

运动领域的合作，借鉴中方的成功经验。

大众参与热情高涨

吉林省长春市庙香山滑雪场，一条条“雪

带”在山坡间蜿蜒盘旋，每日客流达到 1000 人

次；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的雪场人气旺盛。

仅上一个雪季，崇礼区就接待游客 246.2 万人

次、收入 20.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3%和 87%；

浙江省安吉县两年前也新建了“云上草原”滑

雪场……如今，冰雪运动已经成为新潮流、新

风尚，融入中国民众寻常生活。数据显示，中

国已实现“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居民参与率达到 24.56%。

在麦康奈尔看来，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

动员的优秀表现，将进一步激

发中国民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他认为，北

京冬奥会的场馆不仅承担了赛事功能，也将

成为奥运遗产，持续推动中国开展冬季体育

运动。

“就像 2008 年奥运会一样，北京冬奥会的

遗产也将影响一代代中国人。”国际奥委会北

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胡安·萨马兰奇说，

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冬奥遗产在赛前就已经呈

现。首先，一批出色的场馆未来将面向公众开

放，这不仅在冬奥会的 16 天，而且在未来的 60
年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其次，通过筹办冬奥会，

相关基础设施得到完善，高铁、高速公路等将

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2021 年 9 月，国际雪联中国办事处在北

京 成 立 ，这 是 国 际 雪 联 全 球 首 个 驻 外 机 构 。

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约翰·埃利亚施表示，近

年来，中国的群众性冰雪运动发展非常活跃，

国际雪联的各项赛事也在中国蓬勃开展，在

北 京 设 立 办 事

处 体 现

了国际雪联对滑雪运动在中国获得良好发展

的坚定信心。

“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冰雪运

动大国。”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

随着中国 3 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世界冰雪运

动的历史将以北京冬奥会作为分界线。北京

冬奥会将成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冬奥会文创产

品广受喜爱，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走红；冰

刀鞋、滑雪服、滑雪板等冰雪运动装备在网上

热 销 ；东 北 、西 北 的 冰 雪 旅 游 景 区 人 气 高 涨

……中国冰雪运动快速普及，为相关产业发展

创造了机遇。

“欧美的冰雪运动产业发展至今用了 50
年，而中国在 5 年内就基本形成完整的产业生

态系统。”国际滑雪联合会前秘书长莎拉·刘易

斯表示，“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实

现，让更多中国民众了解并享受冰雪运动，为

冰雪运动相关服务行业提供了商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表示，越来越多

中国人开始享受滑雪等冰雪运动。这不仅为

民众提供了更多健身选择，也充分带动和创造

了季节性就业。

“我们十分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意大利

天冰集团为北京冬奥会全部雪上运动场馆提

供造雪设备和自动化系统。该公司亚洲区域

销售经理迈克尔·迈尔表示，“在短时间内，中

国新建成许多雪场，对于造雪设备的需求也在

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海

外市场。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我们还在河北省

三河市和张家口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本报北京、布鲁塞尔、罗马、华盛顿 2月
12日电 记者万宇、陈尚文、杨迅、李欣怡、任

彦、谢亚宏、李志伟）

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作出贡献

图①：2 月 12 日，美国选手在单板

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比赛中。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②：2 月 12 日，冬季两项男子 10 公里

短距离银牌获得者、法国选手马耶在颁发纪

念品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图③：在北京密云区南山滑雪场，民众体

验冰雪运动。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④：2 月 12 日 ，在 五 棵 松 体 育 中 心 进

行 的 女 子 冰 球 1/4 决 赛 中 ，芬 兰 队 对 阵 日

本队。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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