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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雪道银光熠熠，曲线外形优美流畅，在钢厂工业遗存

映衬下，银装素裹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格外耀眼，犹如敦煌壁画

中的“飞天”形象。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城区内唯一的雪上项目比赛场

地，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决出了 4 枚金牌，其中 2 枚分别由谷爱

凌和苏翊鸣摘得。精彩纷呈的比赛背后，离不开服务保障人

员的努力。“场馆闭环内外，共有 1100 余人提供服务保障。”首

钢滑雪大跳台场馆主任宋世媛介绍，他们之中，有首钢集团的

一线职工，有石景山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等，“大家

齐心协力高效完成了赛事保障。”

山地运行经理韩冬——

“连夜造雪，为的就是比赛精彩”

跃起、腾空、翻转……苏翊鸣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般潇洒

飘逸，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在 2 月 15 日进行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经过 3
轮比拼，苏翊鸣获得金牌。

这条全长 164 米的赛道，见证了冬奥会运动员的奋力拼

搏，也凝聚着造雪团队的智慧与汗水。

“几十个通宵连夜造雪，为的就是比赛精彩。”首钢滑雪大

跳台场馆运行团队山地运行经理韩冬难掩激动。

城区白天气温高、降温晚、寒潮短，首钢滑雪大跳台往往

是夜间至凌晨时段才能造雪保雪。造雪期间，韩冬时刻紧盯

温度计，选择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启动造雪机，“一旦气温低于

零下 2 摄氏度，我们就立即启动造雪。”随着温度、湿度的变

化，还要随时调节雪枪雪炮的造雪挡位和出雪角度，确保造雪

质量符合冬奥会比赛标准。

“出发区雪厚度为 0.5 米，起跳区至结束区为 0.5 米至 4 米

不等。”韩冬说，每个区域所需的雪量和雪坡角度均有严格要

求，造雪工作要围绕这些需求进行。

造雪完成后，团队工作人员还借助精密设备，根据起跳台

的位置、高度、仰角、抛物线长度等进行精准塑形，确保陆坡的

角度和运动员起跳后的抛物线相吻合。

志愿者刘彧宽——

“为保障冬奥盛会贡献青春力量”

“请您跟我来。”首钢滑雪大跳台志愿者刘彧宽认真查验

证件后，提醒运动员进行签到登记和手部清洁，随后引导他们

到达比赛区域。从接待运动员提前探馆，到进入比赛阶段，来

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刘彧宽对相关流程熟稔于心。

今年 1 月，首钢滑雪大跳台 389 名冬奥志愿者正式上岗，

覆盖体育、技术、庆典仪式、新闻运行、场馆管理等 25 个业务

领域。据了解，这些志愿者主要来自北京理工大学、首钢工

学院等 9 所高校，以及天坛医院、999 急救中心、首钢集团等

单位。

“我们经过通用培训、专业培训、场馆培训和岗位培训 4
个阶段，采用线上授课和线下分批培训的形式组

织志愿者培训。”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

团队志愿者经理马晓宁，参加过 2008
年 北 京 夏 季 奥 运 会 服 务 保 障 工

作。为让志愿者们尽快熟悉工

作 流 程 ，场 馆 运 行 团 队 于

2021 年 10 月 底 便 启 动 志

愿者培训工作。

“作为大学生志愿

者，我们用专业的服

务和饱满的热情迎

接四海宾朋，为保障冬奥盛会贡献青春力量。”刘彧宽说。

山地运行后勤主管魏巍——

“每次比赛前，都对大跳台的防护
设施逐一检查”

2.7 公里的安保封闭线，首钢滑雪大跳台安保经理冯涛每

天都要反复实地踏勘。“这边的硬质隔离间隔再大些，要确保

各类人员互不交叉、衔接顺畅……”冯涛耐心细致地叮嘱工作

人员细化工作事项。

冬奥会和春节相逢，夜晚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亮起了景观灯，

赛道上晶莹的雪被照得色彩斑斓，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拍照。为

避免游客误入封闭区域，冯涛几乎每天晚上都巡逻到两点。

赛道两侧的海绵防撞垫固定位置是否准确？防护网是否

牢固？气垫含气量及弹性是否达标？“每次比赛前，都对大跳

台的防护设施逐一检查。”冯涛的同事、场馆运行团队山地运

行后勤主管魏巍说。

在结束区，厚厚的防护气垫让运动

员避免在比赛落地时冲出雪面

造成伤害。场地旁，医疗

保障组随时待命。“不

仅赛道雪质好，安

全防护也做得很

到 位 。”很 多

运动员对魏

巍 们 所 做

的 工 作

点赞。

首钢滑雪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

让运动员在“雪飞天”赛出精彩
本报记者 潘俊强

“身体微微向后倾斜，前脚掌

往上抬，雪板后刃接触雪面。”寒假

里，吉林省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

学体育教师崔健，在雪场带着 3 个

酷爱单板的孩子玩雪，讲解后刃滑

行技巧。

开学在即，在校园里，崔健则

教孩子们打旱地冰球。“冰雪运动

在学校里越来越热，一个孩子带

动一个家庭，冰雪运动从校园火

到校外。”

“青少年是冰雪运动普及的

关键。”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学

军介绍，吉林省以“百万青少年上

冰雪”系列活动为切入点，积极推

动冰雪运动进校园。

在“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目标引领下，2016 年 12 月，吉

林省教育厅出台《“百万学生逐雪

嬉冰”工程实施方案》，将冰雪运

动纳入学校体育课教学内容，鼓

励引导学生走进雪场、冰场。近 3
年来，吉林省举办“百万青少年上

冰雪”系列活动上千场次，直接参

与青少年超过 40 万人次，冰雪运

动进校园活动更加普及，每年覆

盖青少年群体超过 100万人次。

“近年来，吉林省扶持建设冰

雪运动特色学校，加大冰雪运动

体教融合力度，着力推动每个青

少 年 掌 握 一 至 两 项 冰 雪 运 动 技

能。”刘学军说。

目前，吉林省共建设冰雪特

色学校 557 所，省财政投入 4114
万元，为冰雪运动特色学校配备

冰雪运动设备器材等。吉林省各

地还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冰雪场馆对青少年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强化对青少年上冰雪的场地、器材保障和支持。

在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示范带动下，吉林市已组建速度滑

冰队 112 支、短道速滑队 40 支、高山滑雪队 29 支、单板滑雪队

20 支、越野滑雪队 18 支和校园冰球队 18 支，基本上形成了

“一校一品”。

冰雪运动普及，点亮了孩子们的冰雪梦想。在通化市越野

滑雪训练基地，13 岁的汪骏正观看北京冬奥会比赛电视直播。

他说：“未来，我也想站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两年前，汪骏被高山

滑雪教练员看中，成为通化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队员。

近年来，吉林省积极举办冰雪活动，让汪骏和队友们有了

更多磨练的机会。举办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滑冰赛、第三届全

国学校冰雪运动竞赛等，通过一系列赛事活动，吉林省激发青

少年拥抱冰雪运动的热情，提升冰雪运动水平。

“下一步，我们将以冰雪特色学校发展为基础、以学生广

泛参与为目标、以冰雪竞赛活动为引领，大力发展校园冰雪运

动，助力吉林省冰雪产业和冰雪经济发展。”刘学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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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代表团获得本届冬奥会的第六枚金牌，刷新

了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创造的 5 金纪录。”2 月 15 日，“冬

奥夜校”新春第一讲在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利民街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讲，授课专家为乡亲们普及冬奥相关知识，并对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进行解读。

延庆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诸葛福琨介绍，为引导全区

干部群众以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冬奥盛会，2020
年延庆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推出“冬奥夜校”特色项

目，依托全区 18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推动冬奥知识在群众

中常态化传播。

台上讲得生动活泼，台下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阵阵热烈

掌声。延庆区永宁学校三年级学生李禹彤说：“中国运动员在冬

奥会赛场上为梦想拼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冬奥夜校’不仅有课堂，还有体验活动。”延庆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贺迎春介绍，近年来，延庆区依托

“点单派单”志愿服务平台资源，把更多与冬奥、冰雪运动相关

的课程和体验送到乡村社区。

北京延庆区

“冬奥夜校”走进乡村社区
本报记者 贺 勇

2 月 17 日中午，山东省临清市康盛庄中心小学操场上，20
多个孩子正挥动球杆练习旱地冰球的射门等技术动作，学校

体育老师兼教练初付国在旁不时指导。

“旱地冰球不受场地、季节限制，具有安全系数高、成本低

等优势，适合在农村地区推广。”初付国介绍，2017 年，在有关

部门支持下，旱地冰球进入康盛庄中心小学课程表；2020 年，

康盛庄中心小学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体育传

统特色学校。这几年，初付国多次带领这些农村娃赴上海等

地参赛，成绩不俗。

“通过旱地冰球这门课，不但增强了孩子们的体质，更让

他们锤炼了意志、开阔了视野，也让奥林匹克精神在孩子们心

里扎了根。”初付国说。

临清市教育和体育局总督学韩力耕介绍，近年来，临清市把

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列入学校课程体系，累计投资 138 万元在

部分小学建设了 24个旱地冰球场。目前，当地球场总数达到 30
个，每个乡镇（街道）都有开设旱地冰球课程的学校。

山东临清市

农村娃畅享旱地冰球
本报记者 肖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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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小海陀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出发点海拔超过 2000
米，主赛道约 3000 米，垂直落差约 900 米。运动员下滑时最高时

速可达 140 公里。

运动员依次滑下，飞驰在赛道上。与此同时，滑雪医生、中日

友好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李锐站在赛道旁的医疗站，手持望远镜，

紧盯着运动员的滑行和动作。耳边，手持电台传来播报：“运动员

通过第一观察点”“通过第二观察点”……直到运动员身影消失在

视野中，李锐才稍稍放下心来。

“运动员非常拼。比赛现场，我要保持全神贯注，确保发生意

外时能及时作出反应。”李锐说。

赛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即设立一个医疗站。一旦场上发生意

外，背负 10 多公斤重急救包的滑雪医生，必须在 4 分钟之内到达

出事点展开救援。到达之后，第一时间判断患者的意识、呼吸、脉

搏，必要时采取急救措施，并及时判断是采用直升机还是其他方

式转运。

在最大坡度达 70度的专业赛道上熟练滑行，并停下进行急救，医

生们即便具有丰富的滑雪经验，面临的挑战也不小。“从裁判长发出

‘运动员停止出发’到‘关闭赛道’的指令，留给救援人员的时间也就 1
分钟左右。”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副医疗官袁强说，“寒冷天气下，医

生还要迅速处理伤员，不然手冻僵就没法操作。”

“除了滑雪外，雪上穿脱板、雪上行走、院前急救等都是滑雪

医生必备的技能，这些都是 2018 年滑雪医生团队成立以来日常

练习的内容。”李锐说，“冬奥会闭幕后我们会继续向社会传递安

全、科学的滑雪理念，为推广高山滑雪运动作贡献。”

滑雪医生李锐——

“比赛现场，我要保持全神贯注”
本报记者 杨彦帆

图①：2 月 17 日，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工作人员在

清理赛道。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图②：2 月 17 日，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医疗保障人员随时

待命。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③：在吉林省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滑雪场，小朋友们体

验雪地平衡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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