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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西藏登山队成立 60多年
来，先后有 300 多人登顶珠
峰，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
世界之巅，为世界登山运动发
展做出巨大的贡献。随着时
代发展，登山运动的内涵不断
丰富，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
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精神代
代传承。新一代西藏登山人
在攀岩、滑雪登山、高山救援
等新舞台接续奋斗，用不懈努
力续写新的辉煌。

■体坛观澜R

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不仅是体育盛
会，也是展示中华文
化、促进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推动人类社
会“一起向未来”的
盛会

本版责编：塔怀旸 唐天奕 杨笑雨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已经

圆满落幕。回望之中，有太多难

忘的瞬间与故事。这不仅是体育

盛会，也是展示中华文化、促进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

“一起向未来”的盛会。

从饱含传统文化元素的场馆

设计，到“五环同心”的冬奥奖牌；

从“激光刻刀”雕琢的冰雪五环，

到以大熊猫、红灯笼为设计原型

的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从开幕式上的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到闭幕式上的折

柳相送……北京冬奥会绽放着中

国文化的夺目色彩。“一朵雪花的

故事”展现“中国式浪漫”，令世界

瞩目“双奥之城”。

从 1924 年 第 一 届 冬 奥 会 开

始，近百年来，冬奥会是不同国家

和地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

要平台。北京冬奥会在筹办与举

办过程中，一直与各国际体育组

织保持密切合作；冬奥会、冬残奥

会开幕式选用的世界名曲与中国

民乐，呈现的多姿多彩的各国各

地区服饰文化，是“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典范。“带动 3 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实现，也是北京冬奥会的宝贵遗

产，在开启全球冬季运动新时代的同时，也将运动带

来健康、体育添彩美好生活的理念融入更多人的日

常生活。

北京冬奥会成为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舞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写下全新篇章。赛场内外，运动员和志愿者

之间相互激励、友好互动的故事比比皆是。超越自

我、团结协作、和平友谊的体育精神，为世界带来更

多信心与力量。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奏响了和平、团结、进步

的时代强音。正如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大雪花”主火

炬，带给世界感动与希望，凝聚起“一起向未来”的信

念。北京冬奥会留下的宝贵人文遗产，必将在长远

的未来展现生生不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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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 已 画 上 圆 满 句 号 。

作为“双奥之城”的重要遗产和永久性奥林匹克研究和

人 才 培 养 机 构 ，北 京 国 际 奥 林 匹 克 学 院 正 按 照“ 高 水

平、小而精、国际化、服务型”的办学定位，探索世界一

流奥林匹克学院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开启并行发展

的新篇章。

2018 年 9 月，北京市政府正式向中国奥委会提出申

请 ，依 托 首 都 体 育 学 院 建 设 北 京 国 际 奥 林 匹 克 学 院 。

2020 年 2 月，国际奥委会同意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

命名，并正式将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列入国际奥林匹

克研究机构名录。2021 年 6 月，根据相关部门批复，首都

体育学院加挂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牌子，开展奥林匹

克教育、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工作。

“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与首都体育学院既并行发

展，又相互支撑。”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

院）党委书记何明表示，依托首都体育学院优质资源，

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将努力建设成为全球奥林匹克

研究和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全球运动员、教练员、体

育管理者学习交流向往的目的地，国际奥林匹克文化

与教育传播的平台，全球领先的奥林匹克运动科技创

新 中 心 以 及 引 领 奥 林 匹 克 教 育 事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新

高地。

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

努力构建国际奥林匹克
文化与教育传播平台

本报记者 王昊男

珠 穆 朗 玛 峰 ，是 地 球 上 离 太 阳 最 近 的

地 方 。 西 藏 登 山 队 成 立 60 多 年 来 ，先 后 有

300 多人登顶珠峰，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

在 世 界 之 巅 ，为 世 界 登 山 运 动 发 展 做 出 巨

大 的 贡 献 。 一 代 代 攀 登 者 不 断 向 上 的 轨

迹 ，与 雪 域 高 原 体 育 事 业 的 发 展 历 程 深 度

契合。

随着时代发展，登山运动的内涵不断丰

富，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

峰的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西藏登山人在攀

岩、滑雪登山、高山救援等新舞台接续奋斗，

用不懈努力续写新的辉煌。

于世界之巅书写荣耀

1960 年 5 月 25 日 4 时 20 分，载入中国体

育史册的时刻。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 3 位平

均年龄仅有 24 岁的登山勇士，从“飞鸟都无法

逾越”的珠峰北坡登顶。中国人第一次踏上

世界最高峰之巅，这也是人类首次从珠峰北

坡登顶。

“ 那 个 年 代 ，登 山 设 备 十 分 简 陋 ，没 有

金属梯我们就搭人梯。哪怕只有一个人，我

们也要登上去。”当年的壮举，贡布老人至今

依然历历在目，“登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国

旗升起来。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中 国 人 ，

能行！”

除了登顶的贡布外，还有 9 名藏族队员攀

至海拔 8500 米处、4 人抵达海拔 8100 米处、7
人到达海拔 7790 米处。1960 年国庆节当天，

以他们为主力军的西藏登山营，也就是后来

的西藏登山队正式成立。

此 后 ，一 代 代 西 藏 登 山 人 传 承 光 荣 传

统 ，向 一 个 个 世 界 登 山 纪 录 发 起 冲 击 ——

300 多 人 次 登 顶 珠 峰 、460 多 人 次 登 顶 海 拔

8000 米以上高峰、3 人登顶世界上全部 14 座

海拔 8000 米以上高峰、两名队员完成“7+2”

（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极点）

壮举……数据无言，却震撼人心，勾勒出西藏

登山队 60 多年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

就 在 中 国 人 首 登 珠 峰 的 60 年 后 ，2020
年，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测得珠峰

8848.86 米的最新“身高”。在这个过程中，普

布顿珠、袁复栋等队员不顾冻伤风险，毫不犹

豫地摘掉羽绒手套和氧气面罩作业。“大家都

专注于测量任务，没意识到停留了 150 分钟，

这也创造了中国人在珠峰峰顶停留时长新纪

录。”普布顿珠说。

“从珠峰高程测量，到奥运火炬在峰顶传

递，都有西藏登山队运动员的身影。”西藏登

山队队长索南介绍，西藏登山队还代表中国

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登山活动，使登

山运动成为建设体育强国、开展对外交流的

重要窗口。

在竞技赛场一展风采

时代变迁，现代登山运动的内涵愈发丰

富，派生出攀岩、滑雪登山等项目。“我们除了

要继续保持高山探险方面的优势，也要在竞

技赛场上奋力拼搏。”西藏登山队副队长阿旺

扎西介绍，2006 年，西藏登山队成立攀岩队，

帮助很多孩子走出大山，走向世界舞台。

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

后，借冬奥筹办和“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契机，西藏登山队组建西藏滑雪集训队，选

拔优秀运动员跨界跨项到越野滑雪、单板滑

雪和滑雪登山项目。“短短四五个年头，孩子

们从完全不会滑雪，到慢慢喜欢上了这些运

动项目。”阿旺扎西说，尤为令人欣喜的是，次

仁占堆和拥青拉姆最终拿到北京冬奥会参赛

资格，实现了西藏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

突破。

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个人短距离（自由

技术）资格赛，次仁占堆顺利完赛。虽然没能

晋级下一轮，但这个 18 岁的小将收获了宝贵

的经验。通过和世界顶尖高手同台竞技，他

看到了差距，更看到了希望。“起点加速、终点

冲刺环节还有进步空间，接下来我会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努力刻苦训练。”

2021 年，滑雪登山被国际奥委会确定为

2026 年米兰冬奥会比赛项目，这让阿旺扎西备

受鼓舞。“滑雪登山多在天然雪上比赛，用攀登

代替乘坐缆车，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适应能

力要求很高。我们开展这个项目有很好的资

源和人才优势，期待队员们在接下来的冬青奥

会和冬奥会上取得突破，为国争光。”

目前，西藏登山队和中国登山协会共建

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在 2020 年洛桑冬青奥

会上，小将索朗曲珍在滑雪登山项目上拿到

了个人越野赛和短距离赛两个第四名，创造

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我一直

有一个冬奥梦，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

点点接近这个梦想。”索朗曲珍说。

为项目发展注入能量

亮眼的成绩背后，是西藏登山队日益成

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坐落在拉萨市北郊的西

藏登山学校，是国内唯一、世界第二所专业登

山学校。

阿旺扎西便是学校的第一期学生，据他

介绍，学校的学生大多是热爱滑雪和登山的

藏族青少年，在校期间能接受到系统、专业的

培训。迄今为止，学校培养了高山向导、协作

等专业人才 300 余人，为西藏登山队和高海拔

登山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后备力量。

如何推动登山运动走向大众？西藏登山

队参与打造的西藏登山大会已经连续举办 20
届，吸引众多登山爱好者来西藏攀登雪山。

“活动期间，我们不仅举办滑雪登山等精彩赛

事，也会开展登山培训、冰雪运动文化展等活

动，推动登山运动与体育产业、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索南说。

面向未来，西藏登山队积极适应新形势，

推动登山活动产业化、高山环保常态化、高山

救援科学发展等重点转型工作。依托专业人

才储备，西藏登山队大力开展高山救援工作，

参与了 30 余次重大救援任务。索南说：“在高

海拔地区攀登已经十分不易，队员们在极端环

境和复杂地形中，挑战极限，展现出世界级专

业高山救援水平，为登山爱好者保驾护航。”

在攀登过程中，环保意识与安全意识一

样重要。“‘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早已成

为每一名队员的座右铭。”索南说，每年登山

季，西藏登山队还对山区的生活垃圾统一清

扫、处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雪域高原的巍

巍雪山、蓝天白云。”

西藏登山队成立60多年来，创造多项世界登山纪录

挑战极限 追梦不止
本报记者 李 洋

英国当地时间 4 月 4 日，斯诺克世锦赛资

格赛开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将从第三轮加入

角逐，为争取世锦赛正赛的“入场券”奋战。

丁俊晖上一次参加世锦赛资格赛是在

2016 年，那个赛季他状态不佳，但在世锦赛

正赛找回了手感，一路闯入了决赛，虽然最终

负于对手获得亚军，但这样从低谷中崛起的

经历，恰恰是如今的丁俊晖最需要的。

“我一直在为赢得世锦赛冠军努力准备，

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丁俊晖坦言，打资格

赛对目前的自己不算坏事，“可以让我利用比

赛提升自己，快速进入比赛状态。希望我可

以在这届世锦赛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绩。”

本赛季丁俊晖状态不佳，英锦赛第二轮

出局后，由于扣除两年前夺冠的奖金积分，丁

俊晖的世界排名骤降，失去了只有世界排名

前 16 选手才能参加的大师赛参赛资格，这是

他 2006 年后首次缺席大师赛。

近期，丁俊晖状态回升，3 月的土耳其公

开赛，他闯入四强，随后又在直布罗陀公开赛

中闯入八强，连续得分能力显著回升，这为他

的此次世锦赛之旅增添了信心。

“本赛季刚到英国时状态不太好，这两年

承担了比较大的压力，很多时候没有做好比

赛的准备，但又很想赢，造成心理上非常大的

负担。”随着家人在 2022 年初来到英国陪伴，

丁俊晖坦言他可以心无旁骛地训练。

丁俊晖渴望找回手感，多名年轻的中国

斯诺克选手也迎来突破。本赛季赵心童获得

英锦赛冠军，时隔 56 天又在德国大师赛决赛

中战胜好友颜丙涛夺冠，成为斯诺克历史上

拿到排名赛首冠后，最短时间赢得排名赛第

二冠的选手，00 后小将范争一则在欧洲大师

赛赢得排名赛首冠。“看到他们取得出色的成

绩，我打从心眼里开心，希望能有更多人认识

他们、了解他们。”丁俊晖说，“当然，他们的好

成绩其实也在给我解压，让我能更加放松地

去应对自己的比赛。”

4 月 11 日，丁俊晖将迎来世锦赛资格赛

首场比赛。

斯诺克世锦赛资格赛开赛

丁俊晖渴望找回状态
本报记者 李 硕

作 为 中 国 首 位 世 界 一 级 方 程 式 锦 标 赛

（F1）正赛车手，周冠宇在巴林站、沙特站表现

不错，分别位列第十、十一位，并收获了一个宝

贵的积分。

对前两站的表现，周冠宇给自己打出了 8
分。“我觉得各方面完成度都不错，没有出现新

车手经常会犯的那些错误。”周冠宇说，“这还

不是我最好的状态，接下来会继续打磨技术细

节，争取表现得更好。”

在沙特站，周冠宇超越阿尔本后切了弯

心，遭到处罚。在赛车进站罚时期间，车队又

违反规定触碰车辆，导致后续加罚。周冠宇

说：“当时车队无线电没有处在正确的频道上，

导致他们不知道我进站罚 5 秒这个信息。赛

后我安慰了出现失误的工作人员，相信我们之

间的配合会渐入佳境。”

对于两次正赛起步阶段出现的问题，周冠

宇表示自己正在和车队加紧沟通：“沙特站比

赛结束后，我们和引擎工程师进行了沟通，到

了澳大利亚站，我相信一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自 2004 年 F1 比赛引入国内以来，每年的

上海大奖赛都会吸引众多车迷关注。当时还

没上小学的周冠宇到现场观赛，轰鸣的引擎让

他迷上了这项运动。“从看他们比赛，到现在和

他们同场竞技，感觉十分梦幻。比赛开始后，

我不会想太多，只是专注于每一段赛道，不管

是谁，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尝试超越他。”

周冠宇 10 岁出头便远赴国外，一边训练

一边上学。从 F2（二级方程式赛车）到 F1，车

辆下压力陡增，周冠宇一直在强化训练。约 2
个小时的比赛时长是巨大的考验，“F1 赛车有

太多的电子系统需要自己进行调校，精神长时

间高度集中，车手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各

种突发状况。”

作为一名 F1“新生”，周冠宇接下来还要

挑战不同的赛道。4 月 10 日，他将在澳大利亚

墨尔本迎来自己的第三场 F1 正赛。“期待可以

在现场感受来自国内车迷的支持。我的目标

依然是排位赛争取好成绩，正赛顺利完赛、冲

击积分。”周冠宇说。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墨尔本站

周冠宇期待更好发挥
本报记者 李 洋

4 月 6 日，浙江省湖州

市南太湖新区新风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西南校区，棒

球 队 小 队 员 正 在 进 行 训

练。近年来，新风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将棒球作为特

色体育项目引入校园，通

过开展棒球运动，强健学

生身体素质，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伊 凡摄（影像中国）

棒
球
运
动
进
校
园

本报北京 4月 7日电 （记者刘硕阳）7 日，国际奥委

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致信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志愿者，向他们的工作和付出表示感谢。

巴赫在信中表示，北京成为首个“双奥之城”，这是

奥运历史上的伟大篇章，而志愿者则是其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志愿者们用真挚的

热情温暖了人心，感染了全世界的运动员和奥林匹克

大 家 庭 的 成 员 ，“ 就 像 所 有 运 动 员 一 样 ，你 们（志 愿 者

们）也证明了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实现更快、更高、

更强。”

继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的致谢志愿者环节后，巴赫

在信中再次对志愿者们表达了感谢：“我代表奥林匹克

大家庭，说一声：谢谢你们，亲爱的志愿者！谢谢你们

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巨大成功所做出的

伟大贡献。你们的笑容温暖了我们的心。”

巴赫致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者：

你们的笑容温暖了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