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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动员提供最佳比赛环境”

2002年，在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杨扬获
得了中国首枚冬奥会金牌。20年之后的北京冬
奥会上，她的身份依然与运动员有关——作为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
扬和同事们的目标，是举办一届“以运动员为
中心的冬奥会”。

“为运动员提供最佳的比赛环境，期待他
们在中国把最好的、最酷的竞技状态体现出
来。”杨扬说，由 19 人组成的运动员委员会
中，兼顾了冬季和夏季运动员代表，还有残疾
人运动员代表，他们积极参与冬奥筹办，为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献计献策。

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办赛理念更多地体现在
赛场内外的细节之中。例如，参赛运动员中有
对麦麸过敏或只食用无麸质食品的人，为此冬
奥菜单中专门提供了无麸质食品。花样滑冰运
动员“战袍”易损，可否在赛场下准备几个针
线包？滑雪赛事运动员“扎堆”，出发台上的
如厕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细节，运动员委员会
的成员们都考虑到了。

结合自己的运动员经历，杨扬也建议，参
照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将北京冬奥会获奖
运动员的手印和脚印留在比赛场馆中，成为宝
贵的奥运遗产和独属于运动员的“北京记忆”。

如今的杨扬拥有多重身份——卸任国际奥
委会委员后，她于2019年当选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副主席。纯洁的冰雪，离不开公平、干净的
竞赛环境。杨扬说，做好反兴奋剂工作，不仅
需要运动员了解药物、树立正确价值观，还要
关注运动员的教练、家长、经纪人等随行人员
的教育和管理问题。

“从参赛者到竞赛组织者”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王北星在速度滑
冰项目上收获一枚铜牌。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
过三届冬奥会，王北星对冬奥会的印象之一是

“热闹”——“热爱冰雪的各界人士汇聚一
堂，看台上的观众们唱着歌，一起为喜欢的运
动员呐喊助威。”

2018年，王北星进入北京冬奥组委，担任
速度滑冰竞赛主任。这是她熟悉的老本行，也
是一个充满挑战新领域。

作为北京赛区唯一的新建比赛场馆，国家
速滑馆从诞生之初便备受关注。在崭新的“冰丝
带”，王北星以运动员的视角，对竞赛组织和运
营提出建议和需求。在赛道设置上，她提出设置
专门的训练道，满足运动员的训练需求。今年1
月，“冰丝带”完成首次制冰，久未站上赛场的王
北星上冰体验，给冰面送上了高评价。

“作为速滑从业者，看到北京能拥有像
‘冰丝带’这样漂亮的场馆，确实是难得。‘冰

丝带’值得大家的期待。”王北星说。
3年多的时间里，从对内联系各部门及相关

业务领域，到对外与国际滑联保持密切沟通，王
北星见证了“冰丝带”的场馆设施和赛事服务从
无到有，一步步走向高质量的冬奥标准。今年10
月，国家速滑馆举行冬奥会测试活动，“冰丝带”
的冰面和设施以及运动团队的专业工作，得到
了外国运动员在内的一致赞誉。

王北星自己也在奉献冬奥的经历中不断成
长。“从参赛者到竞赛组织者，不同的舞台，不同
的挑战，我和团队一路走来，收获满满，意义非
凡。”在给自己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希望运动员感受到诚意和专业”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王冰玉作为中国
冰壶国家队女队队长，率队摘得铜牌。这是中
国首枚冬奥会集体项目的奖牌。

如今，王冰玉在北京冬奥组委担任冰壶项
目竞赛主任。身份的变化，让她更直观地感受
到一场比赛背后的复杂工作和艰辛付出，更宏
观地看待和理解冰壶项目。

“做运动员的时候，去比赛有酒店住宿、
往返班车，到了冰场可以直接上冰，器材都准
备好了。现在我是这些服务的设计者和提供
者。”王冰玉说，过去作为运动员，只需要了
解冰壶的技战术就可以。如今作为冰壶竞赛项
目主任，更要知道如何举办一场成功的赛事。

一个运动员来到冰壶场馆，从入口到更衣
室，再到比赛入口，这些都需要专业人员根据
运动员的需求去设计。王冰玉说，作为设计
者，自己的工作便是给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提
供更好的保障。

尽管身份发生转变，但在王冰玉看来，自
己从未离开至爱的冰壶赛场。在为北京冬奥会
筹备奋战的过程中，她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昔
日熟悉的对手、好友和国家队的师弟师妹站在
北京冬奥会赛场上的场景。“希望他们参加北
京冬奥会冰壶比赛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和专业。在我们提供的最好的软硬件条件下酣
畅淋漓地表现自己。”

王冰玉说，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推动中国
冰壶运动发展的新契机：一方面，中国的技术
官员将登上冬奥会的赛场；另一方面，通过冬
奥会的带动作用，冰壶人才的培养体系有望得
到理顺、人才有望涌现和成长，北京冬奥会的
经验将为中国冰壶发展提供宝贵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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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闪耀在冬奥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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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届冬奥会的赛场上，她们曾经站上领奖
台，创造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

而今，离开赛场的她们，仍然坚守在冰雪的
舞台上，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发光发
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薇）中国新秀赵心童5日在斯诺克英锦
赛决赛中10∶5力克比利时人布雷切尔，第一次闯入排名赛决赛
即成功夺冠。

24岁的赵心童在约克之旅中发挥平稳而出色，第三轮他6∶5
险胜曾四夺世锦赛冠军的老将希金斯，而后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
赛都是横扫世界排名前15的对手。

第一次亮相排名赛决赛，世界排名第26位的赵心童看起来依
然从容。5∶3首节领先后，他第二节继续保持强势，最终10∶5战胜
绰号“比利时子弹”的对手，捧得排名赛首冠。

“我实在太开心了，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赵心童赛后
说。虽然他的天赋早就被许多高手提及，但已有6年职业生涯的
赵心童表示，这次夺冠对他而言会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将更有
信心，去赢得更多比赛。”

此前，中国名将丁俊晖曾三夺英锦赛桂冠，如今赵心童也成
为这一斯诺克“三大赛”之一的赢家。对此，赵心童表示这让他觉
得这次胜利更加特别，而他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中国球员赢得一
样的荣誉。

当天的胜利还意味着赵心童的世界排名将飞升至第十，他
因此获得了世界前16名才能参加的大师赛请柬，下个月将在又
一个“三大赛”中亮相，首轮再次对阵“苏格兰巫师”希金斯。

他表示，自己接下来将更加刻苦地训练，为大师赛做好准
备。不过在此之前，他先要回家好好睡个觉，“也许明天去唱个
卡拉OK，我会唱《我们是冠军》”。

杨杨 扬扬 王冰玉王冰玉

王北星在“冰丝带”首次制冰完成后试滑。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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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合肥市民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前提下，来到户外
开展各类体育运动，尽情享受冬日暖阳。

图为在合肥李宁体育园，市民正在运动健身。
骆先洋摄（人民视觉）

“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
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洲际杯
近日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树
场馆群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
野滑雪中心收官。

此次跳台滑雪洲际杯有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49名运动员参赛，北
欧两项洲际杯有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2 名运动员参与争夺。赵嘉文、
董冰、彭清玥、宋祺武等在跳台滑雪和
北欧两项项目上为中国队锁定北京冬
奥会参赛席位的选手悉数亮相。

12月4日上午测试赛迎来首站比
赛，跳台项目女子个人标准台比赛率
先展开，俄罗斯选手雅科夫列娃拿下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建成投运后首场国
际比赛的金牌。

随后，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迎来北
欧两项男子个人标准台、跳台滑雪男
子个人大跳台的比赛，国家越野滑雪
中心展开北欧两项男子个人越野滑雪
10公里比赛。

12月5日，两个项目测试活动展
开第二站争夺。跳台滑雪项目女子个
人标准台上，中国选手董冰当天夺得
亚军，彭清玥、李雪尧分列五、六名。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状态一直在
走下坡路，但这次从国外训练回到家
门口的场地，感觉状态回升了。所有
队员对场地适应得也都很快。”老将
李雪尧赛后说，之后将全力备战，在
冬奥会前把状态调整到最佳。

赛后，多位运动员和国际雪联协
调官员都表达了对场馆运行和竞赛组
织工作的肯定。德国选手兰格说：

“比赛完成得比较顺利。值得一提的
是，这个场地的线路设计非常棒，期
待冬奥会时我能登上这块场地，和优
秀运动员一起比赛。”

冬奥会历史上首枚女子跳台滑雪
金牌得主、德国名将沃格特表示：

“能够来中国参赛非常开心，因为我
之前和膝盖伤情做了很久的斗争。这
块场地条件非常好，我期待很快能回

到这里参加冬奥会的正式比赛。”
赛事组织保障工作也得到了参赛

人员的一致肯定。
“场馆提供的餐食非常美味，就

餐体验很好，工作人员也非常友好和
热情，我们对北京冬奥组委的餐饮安
排非常满意，期待正赛时能再到这里
用餐。”国际雪联北欧两项项目协调
官勃兰科·西米克说。

本次测试赛是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前，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
滑雪中心最后一次实战演练，志愿者
情绪高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志愿者
业务领域副经理张楠介绍，场馆共有
244名志愿者，来自河北和北京的10
所高校，服务于场馆的 16 个业务领
域、49个岗位。

雪上场馆相对于冰上场馆来说，
赛事服务工作集中在室外进行，服务
范围广、工作条件苦、应变要求高，
这对人员身体素质和专业技能提出挑
战。“各业务领域的志愿者均按照岗

位培训实施方案严格执行，坚守岗位
开展服务。”张楠表示。

国际雪联前跳台滑雪竞赛主任、
跳台滑雪名宿瓦尔特·霍费尔见证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设计和建设。测
试赛期间他来到现场，对筹办工作大
加赞许：“这片场馆还处于图纸阶段
时，我就来过崇礼了。我非常惊讶和
高兴看到这几年所发生的一切。”

他表示，测试赛达到了预期目
的，“测试赛表明，交通、食宿、赛
事组织、防疫等复杂环节都已经到
位。我从来没想到，在限制和困难
如此多的情况下，所有事情会如此
高效地运作。跳台滑雪一直是冬奥
会的亮点之一。有这么漂亮的场
馆，有我们运动员的优异表现，加
上到时比赛还在晚上进行，可以看
到灯光秀。我很确定，那一定会是
非常棒的氛围。”

（据新华社电）

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测试活动收官

运动健身 乐享冬日运动健身 乐享冬日

即将过去的2021年，一
定有一些记忆的片段，与体
育有关；一定有一些情动的
时刻，因体育而生。

这一年，我们与体育相
向而行，在赛场上关注体育，在生活里享受体育，在参
与中理解体育。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这正是一场因
为热爱的“双向奔赴”。

热爱是一道光亮。今年夏天，姗姗来迟的东京奥运
会终于赴约。疫情之下，奥运之火驱散了阴霾，体育的
激情扫除了疏离。赛场上，同场竞技的各国运动员释放
出积攒已久的能量；赛场下，奥运健儿击拳、拥抱，向
全世界释放出团结一致的信号。正如应时而变的奥运格
言将“更团结”加入其中，在更高、更快、更强之外，
奥林匹克舞台上欢聚一堂的喜悦和惺惺相惜的友谊，是
这个时代更为宝贵的精神力量。

热爱是一种信仰。2021年，从东京奥运会到大大小
小的体育赛场，中国体育健儿屡创历史。苏炳添跻身奥
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跑出新的中国速度；以杨倩、全红
婵、谷爱凌为代表的“00后”小将崭露头角，让世界看
到中国“Z世代”的朝气。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
们在热泪盈眶中读懂了体育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激荡爱
国情怀、宣扬健康理念的体育比赛和运动健儿，依然是
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顶流”。

热爱是一种力量。“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
之年”——再度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乒乓老将马龙
用热爱展现了坚持的意义；在东京残奥会和全国残运会
的舞台上，令人动容的残疾人运动员诠释了生命的力
量。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相信“我命由我不由
天”——无论专业的赛场还是全民健身的舞台，体育都
能够激发信心和勇气，让人生更加精彩。无论胜负与
否、成绩如何，只要怀揣着对赛场的热情和全力以赴的
信念，就值得赞许的掌声。

热爱是对当下的珍视。2021年，我们从体育大赛中
收获喜悦和感动，也从中审视自我、重塑体育观念。越
来越多的人以更理性的视角看待体育、对待输赢，也有
更多孩童和老人走向运动场，成为体育的参与者，在运
动中得到成长、获得健康。

热爱是对未来的期许。再过不到两个月，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帷
幕，自信、开放的中国正向每一个热爱体育的人发出冰雪邀约。与热爱同
行，体育将带领我们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赵心童在赛后高举奖杯赵心童在赛后高举奖杯。。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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