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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雪花汇聚动人图景，

一 簇“ 微 火 ”点 燃 希 望 之 光 。

2022 年的北京，为世界留下了

太多动人瞬间，承载了太多美

好记忆。

继 2018 年参加平昌冬奥

会报道以来，这是我的第二次

冬奥之旅。在家门口见证冬奥

会的成功举办，作为一名中国

记者，我感到骄傲与自豪，感受

到一个自信强大的中国与世界

携手向未来的决心和努力。

回 首 过 往 ，从 2015 年 夏

天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起，各

项筹办工作稳步推进，一项项

中国之诺变为现实。作为“开

放办奥”的践行者，许多外籍

专家参与冬奥组委的工作，他

们与中方同事密切配合、精心

筹办各项赛事，见证了中国为

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

彩冬奥会的决心与行动。接

受记者采访时，制冰师马克·
麦瑟讲述了“冰丝带”为什么

屡破纪录，中国二氧化碳跨临

界直冷制冰技术究竟“牛”在

哪里；首席口译官亚历山大·
波洛马廖夫介绍了冬奥组委

如何通过创新地使用远程同

传系统，降低人力成本、提高

工作效率；冰球项目专家哈里

德·斯普林菲尔德分享了冰球

场馆从冬奥到冬残奥转换过

程中的人性化细节和“以运动

员为中心”的理念……

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

和北京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每天会通报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的行程安排。我

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刚开赛时，巴赫每天都要参加

赛事协调会。没多久，他就取

消了这个会议，把自己的行程

改为走访赛区、观看比赛。国

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

克里斯托弗·杜比说，之所以取消协调会，是因为中

方赛事组织质量高，这是“对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

肯定”。

北京冬奥会让世界记住的不仅有胜利与金牌，

更有运动员的奋力挑战、激情拼搏。他们在赛场上

努力拼搏、赛场外共叙友谊，让“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熠熠生辉。18 岁的中

国选手谷爱凌站上首钢滑雪大跳台，以自己从未尝

试过的高难度动作逆转夺冠，向世界展示了年轻人

挑战自我的勇气；墨西哥花样滑冰选手多诺万·卡里

略从便民溜冰场起步，一路拼搏，终于在北京首都体

育馆的冰面上实现了自己的奥运梦想；作为牙买加

首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本杰明·亚历山大说：“能够参

加北京冬奥会已然是一种胜利”……体育的魅力正

在于此。

创下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冰雪运

动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斐然、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中国不仅成功举办了一届顶级

的体育盛会，更向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

希望的国家形象。未来，中国冰雪运动将持续实现

跨越式发展，为推动世界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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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届伟大的奥运会，是有史以来最好

的。”在中国国家体育场观看完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闭幕式后，乔·菲兹杰拉德在朋友圈分享了自

己的感受。从 2016 年第一次实地考察，到闭幕

式的完美收官，菲兹杰拉德和同事们为这场赛事

的成功举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筹备团队

所有成员共同努力而获得的成就。”

菲兹杰拉德是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单板自

由式项目特聘专家。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比

赛期间，他经常穿梭在云顶滑雪公园的不同赛道

间，为技术官员、转播服务人员、媒体记者提供保

障支持。在加入北京冬奥组委工作团队前，他已

服务过 7 届冬奥会，还曾在国际滑雪联合会担任

过 20 多年的赛事指导。作为资深专家，菲兹杰

拉德说，服务体育赛事给他提供了和各国同事一

起工作的机会，让他从中感受不同文化间的交

流，还能向世界展示和推广冰雪运动，是“非常棒

的体验”。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云顶滑雪公园的中国

风赛道吸睛无数，尤其是“雪长城”的设计收获了

运动员们的热情点赞。菲兹杰拉德告诉记者，

“雪长城”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更是一堵实

用的防风墙。“为了防止强风对赛道的影响，设计

者决定在赛道旁筑起一道防风墙。而‘长城脚下

看冬奥’是张家口赛区的一大特色，这使我们想

到在设计中融入长城元素。”菲兹杰拉德说，“雪

长城”完工后效果很好，团队趁热打铁进行了一

场中国元素的设计小比赛，大家纷纷在工作区域

中加入中国元素。

“这里因此成为极具设计感的冬奥赛道，也

是各国专家齐心合力呈现的最好作品。”菲兹杰

拉德说，运动员们在台前挥洒汗水，团队在后方

努力提供保障，这种同心协力展现了奥运会凝聚

起的团结精神。

2002 年，菲兹杰拉德第一次来到中国旅行，

从那时起，他便一直关注着中国。此后的 20 年

间，他见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惊喜地看

到中国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为推广冰雪

运动制定了科学的规划，“我们可以从冰雪基础

设施的建设成果、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中，

感受到中国的行动力。”在他看来，未来几年，全

球冰雪运动参与人数有望翻一番，其中的增长将

主要来自中国。

参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菲兹杰拉德留

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冬奥会开幕当天正是他的

生日，他和朋友们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开幕

式。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徐梦桃和齐广璞精彩发

挥，夺得金牌。菲兹杰拉德说，我认识他们已久，

看到他们克服困难、突破自我，非常开心。“尤其感

动的是，我看到周围所有人都衷心地为他们鼓掌

欢呼，大家眼中流露出真挚的喜悦。我将永远不

会忘记这些美好的时刻。”

“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美好的时刻”
本报记者 邵玉姿

测量体温、消毒、提供引导、办理通行卡……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的接待与访

客中心，津巴布韦小伙子路修远在忙碌中享受着

为大家服务的快乐。从 1 月 23 日正式上岗到 3
月 15 日结束工作，这段志愿经历让他收获了体

育赛事的服务经验，也让他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路修远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专

业的一名大三学生。从 2018 年来中国求学起，

他便一直活跃在各种活动和志愿者岗位上。得

知北京冬奥组委在进行志愿者招募时，路修远第

一时间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数轮面试。他说，

北京冬奥会是世界顶级的体育盛会，希望通过担

任志愿者的方式，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也希望

由此收获更多宝贵的体验，等回国后可以将自己

的所学分享给更多人。”

延庆赛区位于美丽的小海陀山脚下，这里的

场馆建筑与山林风貌和谐相融，坐落其间的一处

村落遗址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人文气息。工作期

间，路修远对赛区的绿色环保赞不绝口。他与记

者分享了自己观察到的细节：全部场馆达到绿色

建筑标准，常规能源 100%使用绿电；赛区垃圾分

类工作特别用心，北京冬奥组委编制了一整套清

废作业标准体系，并向相关人员印发了工作指

引。“无论是工作人员、运动员还是访客，都在齐

心协力地保护我们生活的环境。”

延庆赛区的志愿者中，有来自北京、上海、安

徽等地的中国大学生，也有来自津巴布韦、土库

曼斯坦等国的留学生。在日常工作之余，他们的

生活非常丰富。今年的元宵节，路修远和同事们

是同各个国家和地区运动员、随队官员一起度过

的。他还参加了舞龙舞狮节目表演，与大家共同

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很了不起，把来自

四面八方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团结在一起，感受

体育的精彩和快乐。”

事非经过不知难。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也

让路修远看到了冬奥会筹备和举办期间，中国

克 服 万 难 的 努 力 和 全 力 以 赴 的 决 心 。 他 还 记

得，为了使志愿者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冬奥组

委准备了 20 多门课程，从中国文化、冬奥历史

到防疫知识、心理培训，涉及冬奥会的方方面

面。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适逢中国春节，包括

医护人员、安保人员、场馆维护人员在内的许多

工作人员，都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岗

位。“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人都为冬奥会的完美呈

现无私奉献。”

路修远曾参加过《爱上北京的 100 个理由》主

题短视频大赛。“有许多理由让我爱上北京。”他一

条条数给记者：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城”，

这里有最热情好客的人民，可以在这里的街头巷

尾感受到古典与现代的巧妙结合，还能从城市的

变化中寻找中国发展的故事……路修远告诉记

者，“冬奥会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奋斗和发展。未

来，我会继续认真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

经验，希望能够为自己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奋斗和发展”
本报记者 屈 佩

“这是一届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冬残奥会。”

世界冰壶联合会技术代表耶希·斯尼蒂尔在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一流的场馆设施到出色

的组织运行，再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凝聚起的

团结与友谊，相信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将永远留在世界人民的记忆中。

斯 尼 蒂 尔 曾 是 捷 克 冰 壶 国 家 队 队 员 。 从

1994 年开启职业选手生涯，到 2017 年退役，他先

后参加了 12 届欧洲冰壶锦标赛和 7 届世界男子

冰壶锦标赛。退役后，他转型成为技术官员，开

始供职于世界冰壶联合会，负责国际冰壶赛事的

组织运行和技术工作。此次他作为技术代表，深

度参与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工作。

“北京冬奥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我

第一次参与奥运盛会，也是我的第二次中国之

行。”斯尼蒂尔曾作为选手参加 2014 年北京世

界男子冰壶锦标赛，此次再次来到北京让他对

中国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与了解。“国家体

育馆是我见过最美丽的体育场之一，而国家体

育场的超大地屏则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开幕

式和闭幕式的表演是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冰壶比赛场地——

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承载了斯尼蒂尔最多

的回忆。他赞美道：“这是我去过最棒的冰壶比

赛场馆。”他注意到，“冰立方”是世界上首个实

现水冰转换的双奥场馆。历届冬奥会冰壶比赛

场地一般在混凝土结构上进行制冰，而北京冬

奥会的冰壶场馆，是在昔日波光粼粼的蓝色泳

道之上铺设 4 条晶莹剔透的冰壶赛道。值得一

提的是，水冰转换并非一次性工程，而是可以根

据需要在“水上功能”与“冰上功能”间自由切

换。场馆还能承接大型文化演出活动，从而实

现设施的最大化利用。“中国在绿色办奥、奥运

遗产可持续利用方面，为世界作出了表率。”斯

尼蒂尔说。

19 天冬奥会冰壶比赛，8 天冬残奥会轮椅冰

壶比赛，“冰立方”见证了一场场精彩的冰上博

弈。斯尼蒂尔说，“运动员都努力在这一完美‘舞

台’上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在 采 访 中 ，斯 尼 蒂 尔 提 到 最 多 的 词 是“ 感

谢”。“冰壶赛事的成功举办，得益于中方有序的赛

事组织和每一位工作人员、志愿者的付出，我想

对所有人道一声感谢。”在他心中，与中国朋友亲

密无间的合作是最珍贵的回忆，“中国同事们努

力工作、无私奉献、充满热情，我们并肩奋斗，为呈

现一届成功的冬奥会不懈努力。在‘冰立方’，大

家建立起宝贵的友谊。”

斯尼蒂尔表示，北京冬奥会展现了中国在冰

雪运动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很多中国民众开

始对冰壶运动产生兴趣，中国的冰壶产业正在快

速发展。”他指出，中国是世界冰壶联合会的重要

成员，拥有举办重大赛事活动的能力和发展冰壶

项目的潜力，未来希望与中国展开更多合作。

“想对所有人道一声感谢”
本报记者 陈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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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3 月 3 日，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单板自由

式项目特聘专家乔·菲兹杰拉德（中）在云顶滑雪公

园工作。

图②：3 月 3 日，世界冰壶联合会技术代表耶希·
斯尼蒂尔参加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火炬接力。

图③：2 月 1 日，志愿者路修远在延庆冬奥村迎

接参赛运动员的到来。

资料图片

图④：2 月 14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

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

园举行。图为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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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工作岗位上，总能看到许多外
籍专家、留学生志愿者的身影。
通过参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筹备和运行工作，他们更加真切
地感受到阳光、富强、开放、充满
希望的中国，也感受到中国与世
界携手向未来的决心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