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2年2月18日 星期五 主编 吴瑛 责编 刘世康 制作 刘晓禹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高山滑雪运动员孔凡影：

““中国赛道上一定要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赛道上一定要有中国人的身影””

为全球冰雪运动蓬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承诺变为现实！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46亿 □ 韩亚聪

冬奥赛场，泪水承载着最真挚的情感。
胜利的泪水、失败的泪水、遗憾的泪水……

在风云变幻、激情碰撞的冰雪赛场，泪水见证了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也见
证了各国运动员为国争光的真情流露。

赛场之外，还有别样的泪水和表白令人动
容。

冬奥会开幕式上，国旗入场仪式期间，有记
者记录下感人一幕：升旗手庄严肃穆，目送国旗
升起，同时眼角流下一行热泪。

美国运动员特莎·莫德被志愿者“欢迎来到
中国”的问候感动到落泪，离开中国之际，她再
次发布视频说：“我会在飞机上哭的，我要哽咽
了，爱你们。”

升旗手的泪水，诉说着对国家的忠诚、骄傲
和自豪，就像网友所说：他在无人注视的角落
里，用一滴滑落脸颊的热泪，表达了这一夜所有
的骄傲与热爱。对于国人而言，这场“冬奥之
约”承载着对冰雪的向往，也向世界传递出“更
团结”和“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

如今，北京冬奥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不少外
国运动员在完成自己的比赛后踏上归途。分别
时刻，他们的“表白”是最真情的赞誉。

29岁的马耳他运动员珍妮丝·斯皮泰感动
地夸赞中国志愿者：“谢谢你们让这场盛会尽善
尽美。”来自波黑的雪橇运动员米尔扎·尼古拉
耶夫特意录制了一段感谢视频表示：“我爱中
国，也爱你们”，并展示了自己身后的春联。加
拿大奥运团队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中国冬奥工作
团队，信中写道“你们让我们感觉像家人一样，
很高兴和你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相隔山海、素不相识，友情被一个个温暖细
节诠释。

比赛结果千变万化，但民心相通始终如
一。这场北京的“冰雪之约”，既是一场体育竞
技的盛宴，也是各国运动员和中国人民的心灵
之约。倾心保障、友好交往，中国人民用真心实
意极尽待客之道。各国运动员的点赞和表白，
道出了最真挚的心声。

“比起这次中国运动员拿几块金牌、奖牌，
我更在意它给我们今后注入的动力和活力。”习
近平主席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承载着
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的奥林匹克
运动，通过北京冬奥会，全面、立体、生动地书写
了精彩感人的奥林匹克新篇章。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张明芳 发自
北京 2月17日，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办
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相关情况。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获悉，中国已实现“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全国冰雪运动
参与人数达到3.46亿人，居民参与率达到
24.56%。

2015年7月31日，在吉隆坡举行的国
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北京获得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在申冬奥过程中，中国
正式向国际社会作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庄严承诺。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郑重
承诺，既是我国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
重大贡献的大国担当展现，也是根据我国
经济水平和全民健身需求做出的群众性运
动的战略部署。”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
涂晓东表示，2015年成功申办冬奥会以
来，冰雪运动正在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一种
时尚生活方式，“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愿景和目标也一步步地转化为现实。

今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
计局开展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
计调查报告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已实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全国
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3.46亿人，居民参
与率达到24.56%，全国已有654块标准冰
场，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

随着冰雪运动普及程度的提高，冰雪
运动文化的广泛传播，大众对冰雪运动的
喜爱程度逐步提升，冰雪运动自发参与率
也逐步提高。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有
92.64%的大众通过个人自发的方式参与到
冰雪运动之中。

同时，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的带动下，以冰雪运动为主要内容
的冰雪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根据文化和
旅游部相关调查数据，2020~2021雪季冰
雪休闲旅游人次达到2.3亿人次，冰雪休闲
旅游收入超过3900亿元。

记者了解到，如今，越来越多的群众关
注、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各地广泛开展以
冬奥为主题的群众性赛事活动，去年年底
以来线上线下相结合举办的冬奥相关的群
众性赛事活动近3000场次，参与人数超过
1亿人次。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副司长、一
级巡视员邱汝介绍，为推动增加群众冰雪
运动场所，体育总局近年来主要开展了以
下工作，包括组织开展群众滑冰场建设试

点；利用中央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共滑
冰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组织研
制仿真冰场、移动真冰场国家标准，用标准
规范引领滑冰场研发生产，推动群众滑冰
场所建设。其中仿真冰场国家标准已发
布，移动真冰场国家标准将于2022年底前
后发布。

“冬奥会后，体育总局将在已有工作成
果的基础上，继续引导支持各地扩大冰雪
运动场所数量，提升冰雪运动场所的开放
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冰雪运
动的需求。”邱汝说。

此外，涂晓东介绍，北京冬奥周期我们
集中力量重点攻克雪蜡车、雪车等高端冰
雪设备，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形成了

一批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首创产品，
冰雪装备国产化的发展与技术明显提升。

“中国‘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
标的实现，是北京冬奥会给予全球冬季运
动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最为重要的遗产，可
以说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第一块‘金
牌’。”涂晓东表示，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
家，中国开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实践，极大地推动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
展。对于世界来讲，显著地壮大了冰雪运
动参与人群，为全球冰雪运动、冰雪产业的
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其他冰雪
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创新性地发展冰雪运
动、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
实践、中国方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孔一涵

以超过100km/h的速度，从海拔2000
多米的小海坨山山顶纵身滑下是什么感
受？

“速度特别快，你要是开车开到140迈，
是不是也害怕？滑降比赛中，我们的最高
速度能达到130公里，赛道上还会有起飞
点。我们要在每一瞬间做出判断做出正确
的动作，才能顺利滑完整个比赛。”孔凡影
说。而这种很多人一辈子也难以感受的惊
险刺激，高山滑雪选手孔凡影在短短11天
内体验了11次。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
转、滑降、全能……全部女子项目，8次正
赛，孔凡影更是做到了全部完赛。

创造中国高山滑雪历史的背后，她面
临的是对体能的极大考验。

2月17日下午，延庆下起了雪，孔凡影
站在小海坨山山顶，即将完成最后一个单
人项目——女子全能回转。

从山顶往下望，巨大的高度落差让人
本能地恐惧。然而，在比赛计时器打开的
一个瞬间，一切杂念都不复存在，孔凡影的
眼中只有目标的旗门与线路。

顶着一股气，孔凡影跺了跺雪板，从出
发区顺势滑下。流畅地下滑、转弯、撞击旗
门，1分05秒后，孔凡影成功完赛，位列第
15名！

在结束区，这位中国首位冬奥高山滑
雪女子全能选手大口喘息着，向着镜头比

出了大拇指。“能够成功下来，我就觉得自
己非常厉害了。我真的使出全力了，因为
从第一天到个人项目的最后一天，每天的
训练和比赛都超乎体能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直咬着牙在坚持。这是一种精神，这种
精神鼓舞着我。”孔凡影说。

而事实上，孔凡影所要面临的困难远
比身体上的疲惫更多。作为高山滑雪女子
滑降比赛中最后出场的选手，她需要面临
的是被雪板压实过的格外颠簸的雪面。而
比赛当日的降雪则让场地“雪上加霜”——
雪面上硬实且易打滑的冰让孔凡影的每一
次滑行与转弯都要格外用力，这对本就是

“超负荷参赛”的她来说是极大的挑战。然
而，坚持完赛的信念支持着孔凡影咬牙完
成赛程。

“我觉得自己能做到全项目参赛并完
赛，这已经是一个历史。虽说离世界顶尖
选手仍有差距，但是我已经做到了所能做
到的最好。这个结果也让我觉得自己没有
白付出。”孔凡影笑着回答。

我国高山滑雪运动起步慢、人才储备
少、水平也低，在北京冬奥会前，中国队仅
涉足过回转和大回转项目。但为了在“家
门口”参加冬奥会，每个队员都憋着一股
劲。“最难的一段时间是拿技术积分资格的
时候，和许多国外选手一起参加比赛，我们
需要放手一搏。在‘家门口’参赛的机会只
有一次，我们一定要拿到资格，不能‘再等
4年’。我们一定要出现在中国的赛道上，
屏幕上一定要有中国人的名字。”孔凡影
说。

“你迈过终点的一小步，是不是中国高
山滑雪队迈的一大步？”有记者问这位“创
造历史”的选手。

“已经不是迈步，是跑起来了！”孔凡影
笑着说，“中国一定不止于此，一定很快就
会有比我更出色的运动员，让中国的高山
滑雪越来越好。”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永钦 发自呼和浩特 绘图、打条、
定位……30多道工序，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尽管她们无法
见证冬奥赛场的夺金时刻，但她们工作的每分每秒，都是属于自
己的“冬奥时刻”。在内蒙古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园绣蔓手工坊
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看到，到处都是敕勒川巧娘们热火朝
天忙碌的身影。这几天，北京冬奥盛会比赛正酣，每一个中国人
都想为这场冰雪盛会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敕勒川巧娘们专
门设计制作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会徽Logo伴手礼，向祖国
和世界表达了亮丽内蒙古、美丽青城人的美好期待和愿望。不
久后，这份礼物将从北京“飞”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受
到中国的温暖、深情和博爱。

记者了解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会徽Logo伴手礼，完
全按照冬奥会会徽进行开发制作，所用工艺为盘花扣，也称为
盘扣、盘纽，是古老中国结的一种，是将此工艺与服装脱离开
来，以装饰画的形式展现。是中国人对服装认识演变的缩影，
这种结合盘、缝、包、缠等多种工艺，将配色、拼接等多种技巧
于一身的中国非遗手工艺，是一种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于细微处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式盘扣具有纽带和桥
梁意义。2020年10月，在青城布丝瑰手工产业发展联盟启动
仪式上，绣蔓手工坊被呼和浩特市妇联命名为“青城布丝瑰手
工坊”。工坊成立以来，实现多工艺培训、批量产品生产和设
计制作等，解决了很多残疾妇女、陪读妈妈及残障人士的就业
问题。

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妇联主席云玉美告诉记
者，前不久，在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调研中，绣蔓手工坊精湛
的盘扣手工技艺得到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今后，市妇联将继续
深入推进“青城就业创业巾帼行动”，加强手工职业技能培训，提
高妇女群众就业创业技能，努力把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打造得
更加美好。

这
些
这
些
﹃﹃
表
白
表
白
﹄﹄
是
对
北
京
冬
奥
的
最
真
情
赞
誉

是
对
北
京
冬
奥
的
最
真
情
赞
誉

冬奥伴手礼冬奥伴手礼
从敕勒川飞向全世界从敕勒川飞向全世界

1月23日，小朋友们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欢乐汇商场的滑冰场玩耍。 新华社发（梁子栋/摄）

2月17日，孔凡影在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全能比赛中。 IC photo供图

冬奥有我

冬奥女将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记者姬烨 高萌）北京冬奥组
委17日在志愿者主题的发布
会上表示，致敬每一位冬奥参
与者，镜头后的你们都是英雄！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
严家蓉说，2008年，志愿者让世
界印象深刻，如今这些“蓝色身
影”依然是“双奥之城”最好的名
片。从2008年到2022年，十几
年间，志愿精神不断深入人心，
志愿服务融入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

“事实上，我们的幕后英雄
不仅有热情洋溢的蓝衣志愿
者，还有身穿防护服不厌其烦
每天为大家做核酸检测的医务
人员，背着医疗包、脚踩滑雪板
的滑雪医生，还有为我们提供
语言服务的翻译、包括在今天
现场的同传们……他们的身影
活跃在北京冬奥会的每一个角
落。”严家蓉说，“北京冬奥会是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个如期举
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它
的组织和运作，既需要强大的
领导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也需
要一个又一个专业水平高超的
幕后英雄。正是每一颗螺丝钉
精准、高效地运转，才保障了赛
会有序、安全运行。我想致敬
每一位冬奥参与者：镜头后的

你们都是英雄！”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滕盛萍

介绍说，北京冬奥会共录用赛会志愿者
一万八千多人，其中北京赛区占比63%，
延庆赛区占比 12%，张家口赛区占比
25%，35岁以下青年占比94%，成为志
愿服务的主力军。赛会志愿者服务涵盖
体育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运
行等41个业务领域。

北京冬奥组委各相关业务领域为赛
会志愿者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包括证件、
制服及装备、餐饮、住宿、交通、医疗、保
险、物资、空间等各方面，保障了志愿者
没有“后顾之忧”，安心服务。

数据显示，中国已实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全国冰雪运动参与
人数达到3.46亿人，居民参
与率达到 24.56%，全国已
有654块标准冰场，803个
室内外各类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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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巧娘正在制作冬奥伴手礼。 呼和浩特市妇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