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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赛场上，众多运动员奋勇拼搏、团结协作

的场景受到各方点赞。五环旗下，他们用自强不息、永不

言弃的不懈奋斗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奥林匹克格言。

巴基斯坦高山滑雪运动员
穆罕默德·卡里姆——

“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这是一场我期待已久的比赛！站上赛道的一刻，我

感到无比激动。”2 月 16 日，巴基斯坦高山滑雪运动员穆

罕默德·卡里姆参加了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回转比

赛。卡里姆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在比赛中出现失误，但

他不会放弃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他将调整状态，继续刻

苦训练，争取在下一届冬奥会取得进步。

卡里姆是巴基斯坦代表团唯一一位参加北京冬奥会

的运动员，并在开幕式上担任旗手。这是他第三次参加

冬奥会。

卡里姆出生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

地区，那里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滑雪之乡”。4 岁那年，卡

里姆就穿上父亲制作的木雪板，第一次站上滑雪坡。“我

和哥哥扛着雪板爬上坡顶，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至今难以

忘怀。”卡里姆说。

勤奋的训练和对滑雪的热爱让卡里姆脱颖而出，在

巴基斯坦国内比赛中屡获佳绩。他 15 岁时就代表国家

队出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巴基斯坦常年气

候炎热，卡里姆每年在吉尔吉特训练三四个月，再前往其

他国家训练。“高山滑雪带给我为国争光的机会，也带给

我更广阔的视野。”卡里姆说。

在北京备战的时间里，卡里姆抓紧训练。卡里姆说，

巴中友谊源远流长，北京让他感到格外亲切，“我为自己

设定了目标，增加了额外训练，努力保持最佳状态。”冬奥

村及冬奥场馆建设让卡里姆赞叹不已：“这里有很多充满

科技感的新体验，场馆保障服务细致周到。”卡里姆说，从

令人惊叹的“雪飞燕”赛道，到能调节角度的智能床，再到

吉祥物“冰墩墩”，运动员们全方位体验了一场高水平的

冬季运动赛事。

“这是一场竞争激烈又充满友谊与欢乐的体育盛

会。运动员们为梦想拼搏，同时展现了团结精神，加深了

彼此间的友谊。北京冬奥会是我运动员生涯中一段最美

好的回忆。”卡里姆说。

泰 国 越 野 滑 雪 运 动 员 马
克·尚隆——
“滑雪让我有了更大勇气”

在张家口赛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洁白雪道依山蜿

蜒起伏，形成一道道彼此相连的圆环。连日来，各国各地

区运动员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场高强度的越野滑雪竞速。

提速、冲刺、撞线！用时 44 分 27 秒，泰国越野滑雪运

动员马克·尚隆在 2 月 11 日完成了越野滑雪男子 15 公里

（传统技术）比赛。冲线那一刻，他非常激动：“很高兴，我

全力以赴的拼搏收获了满意的结果。这是美好的一天，

天气条件和我的竞技状态都很完美。”

尚隆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他参与了越野滑雪项目

中 4 个小项的比拼。“泰国地处热带，大多数人对冰雪运

动了解不多。我希望通过参加北京冬奥会等大型赛事，

带动更多人关注、参与到冬季运动中。”尚隆说。

尚隆对滑雪的热爱与家庭的熏陶密不可分。他的父

亲也曾从事冰雪运动。耳濡目染下，他和妹妹从小就开

始进行高山速降滑雪训练，为从事越野滑雪项目比赛打

下坚实基础。“越野滑雪更注重力量和耐力，运动员需要

完成上坡、下坡和平地等不同滑行方式的转换，对技术要

求也更细腻。”尚隆说。

本届冬奥会上，尚隆全家出动。他和妹妹在赛场上

竞技，父母则组成了后勤团队，爸爸担任团队经理，妈妈

担任理疗师。家人的关爱支持，成为尚隆在比赛中的动

力源泉。他表示，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比赛中，他总能得到

家人的鼓励，家人见证着他的成长进步。

尚隆从事滑雪运动已有 18 年。日复一日的训练占

据了他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他乐在其中，表示“为热爱

的运动拼搏很幸福”。在训练中，尚隆经常需要克服恶劣

的气候条件带来的困难，有时甚至需要面对零下 20 摄氏

度以下的严寒。“滑雪让我有了更大勇气，直面困难和挑

战。”尚隆坦言，艰苦的训练能磨炼斗志，让人更加坚

韧、顽强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多年来，尚隆不断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积

累经验。他曾于 2019 年前往天津和杭州参加

比赛，中国完备的雪上项目设施和赛事组

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中国拥有

高水平的滑雪设施和良好的训练条件，

在这里训练更容易提升技术水平和成

绩。”尚隆称赞北京冬奥会专业的设

施条件和完备的服务保障，“闭环内

严格执行消毒、分餐、核酸检测等

措 施 ，最 大 限 度 保 障 人 员 安 全 。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借助冬奥

会的平台交流互鉴，很多人结下

深厚友谊。”

英 国 雪 车
运动员蒙特尔·
道格拉斯——

“追寻梦想
并坚持下去”

2 月 18 日，英国短跑名将蒙

特尔·道格拉斯搭档舵手米卡·
麦克尼尔出战北京冬奥会女子

双人雪车项目。道格拉斯是第一

位代表英国队既参加夏季奥运会

又参加冬季奥运会的女选手。

对 35 岁的道格拉斯来说，参加

北京冬奥会有着特别的意义。14 年

前，道格拉斯站上了北京夏季奥运会

的女子百米赛道。 2016 年，道格拉斯

改练雪上项目。提到这一选择，她说：

“我想体验丰富的人生，感受两种不同的

运动，获得更丰富的体验。从前还没有哪

位英国女性运动员同时参加夏季和冬季奥运

会，希望我的努力拼搏能激励更多女性投身体

育运动当中。”

道格拉斯说，14 年后再次来到北京这座“双奥之

城”，让她感到无比振奋，“人一定要追寻梦想并坚持下

去”。为了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道格拉斯和队友麦克

尼尔此前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受疫情影响，道

格拉斯和麦克尼尔无法出国参赛，也无法去正规的赛

道上进行日常训练。在麦克尼尔家人的帮助下，两人

在麦克尼尔家的后花园自制了一条 30 米的雪车赛道，

坚持训练。

道格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在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上的照片：“又站在 14 年前第一次参加北京夏季奥

运会时的赛场鸟巢，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又如此特别。

北京冬奥会让我终生难忘。”在“雪游龙”开始训练后，道

格拉斯对赛道情况大加赞赏，表示“北京的雪车赛道造型

之美令人赞叹”。

无论赛场内外，道格拉斯都对生活充满热爱与激

情。过去 10 年，她同时担任教练和体育老师，还是恩菲

尔德市儿童与青年服务局的体育与健康协调员，努力为

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提供支持。“能为体育运动事业做点

贡献，我觉得十分有意义。”道格拉斯说。

（本报北京、伊斯兰堡、伦敦 2月 18日电）

奋勇拼搏 绽放精彩
本报记者 杨 迅 李欣怡 程是颉 周卓斌

截至 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上挪威代表团获得金银

铜共计 34 枚奖牌，展示了在冰雪项目上的强大实力。人

口不到 540 万的挪威，冰雪项目为何如此强？独特的地

理环境、完善的冰雪设施、积淀深厚的冰雪文化、科学有

效的选拔机制……这些经验给人以启发。

挪威位于高纬度地带，多高山峡湾，国土相当一部分

位于北极圈内。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挪威境内降雪多，

但尚未达到极寒天气，适宜开展冰雪项目。从秋季到春

季，挪威大部分地区均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甚至夏季也可

以在高山冰川之地开展冰雪项目。

在挪威，标记雪道超过 3 万千米，越野滑雪道和高山

度假地密布。在多数山区滑雪胜地，缆车、索道、滑雪道

等设施齐全，旅馆、设备租赁、专业教练等软硬件配套完

善，不少城市郊区就有滑雪场。在首都奥斯陆，很多公园

拥有滑雪场地。滑雪场地多、类型广，冰雪设施完善多

样，初学者、专业选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场地。

雪橇对早期的北欧人来说是必备的生存工具，对现

在的挪威人来说则是一种生活方式。提起雪上运动，

不少挪威人会说：“我们是带着滑雪板出生的！”冰雪环

境积淀了深厚的冰雪文化。挪威曾经在 1952 年、1994
年两度举办冬奥会。如今，挪威经常性地举办越野滑

雪比赛，全国性冰雪赛事多达几十项，各地的冰雪嘉年

华富有特色。

挪威精英体育中心负责人托雷·奥弗雷勃介绍，挪威

全国有 1.2 万多个体育俱乐部。在 25 岁的年轻人中，有

组织地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高达 93%，这意味着挪威有

庞大的后备体育人才库。俱乐部表现突出的选手可以选

拔到精英体育中心，接受进一步训练，有机会代表国家参

加国际赛事。

挪威鼓励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注重兴趣培养和全

面发展。体育俱乐部不保留或公布 13 岁以下学员的成

绩，全国性体育竞赛可以公布小选手比赛数据，但不进行

排名。奥弗雷勃认为，此举旨在鼓励青少年参加体育运

动，快乐运动、科学训练。挪威专家还认为，从 17 岁到 27
岁集中训练，更有助于运动员找到并延长运动巅峰期。

“我们冬季项目成功的基础就在于运动员的组织、选拔、

培养方式。”奥弗雷勃说。

（本报布鲁塞尔电）

挪威冰雪项目为何强
本报记者 张朋辉

公交车停在氢气压缩机橇柜前，通过

形似输油管的加氢枪将机橇和公交车连

接，仅仅 15 分钟，公交车即可完成氢能补

给，续航可达 406 公里，在零下 10 摄氏度的

气温下平稳运行……日前，河北张家口市

创坝加氢站负责人向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

展示了一辆“冬奥同款”氢燃料车如何迅速

完成能源补给。

本届冬奥会上，一大批氢燃料车承担

了赛区的交通和物流保障任务。在张家口

赛区，357 台氢燃料大巴车、50 台氢燃料中

巴车每日穿梭往返，负责涉奥人员在冬奥

村和场馆间的接驳。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卷田直纪详细询问

氢燃料车为张家口赛区提供运输保障的情

况：“一次加氢后车可以行驶多少公里？”

“在张家口赛区有多少辆氢燃料车投入使

用？”……他表示，他准备就“绿色冬奥”做

一个深度报道。

除氢能发电外，张家口的风光电能也

为北京冬奥会提供重要能源保障。张家口

市张北县的山区，一架架风机的叶轮不停

旋转。风机不远处，一排排深蓝色光伏板

整齐排开，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这种

风光储输联合发电模式，集风力发电、光伏

发电、储能系统、智能输电于一体，通过电

网输送至上层调配中心，为北京冬奥会 3
个赛区的运转供应电力。卷田直纪用相机

镜头记录下“绿色冬奥”的张家口风景，认

真了解不同发电模式产出能源转化为相同

标准电能的技术规范。

北京冬奥会上绿色能源的广泛运用，

吸引了众多外媒关注。彭博社报道，氢燃

料车充能迅速，适用于张家口等平均气温

较低的地区。在本届冬奥会上使用的氢燃

料车呈现了新的发展图景。美国消费者新

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北京冬奥会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氢能生产、储

存和运输等全供应链条上的潜力。《自然》杂志评论，北京冬奥会

全面的新能源运用展现了更广泛碳中和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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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短

节目比赛在首都体育馆进行。图为加拿大队选手在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图②：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

滑奖牌颁发仪式举行。图为冠军俄罗斯奥委会队选

手安娜·谢尔巴科娃在奖牌颁发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图③：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 12.5
公里集体出发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图为

获奖选手在终点合影。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图④：2 月 18 日，在国家体育馆进行的北京冬奥

会男子冰球半决赛中，芬兰队 2∶0 战胜斯洛伐克队，

晋级决赛。图为球员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