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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奥林匹克的最高荣耀！

源取玉璧，五环同心。北京冬奥会开幕倒

计时百天之际，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同心”

问世。方寸之间，古老东方文明与奥林匹克精

神光芒闪动，“双奥”传承巧思暗藏。

“奖牌是冬奥会景观元素的重要内容之

一，代表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象征着运动

员的至高荣耀。”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副

部长高天有感而发，“在倒计时 100 天的特殊

时刻发布奖牌，是向世界宣告北京已经准备就

绪，欢迎全球冰雪健儿在冬奥赛场上尽展风

采，尽享荣光。”

续写金玉良缘

哪一件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杭

海迄今为止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大概率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

他对此也是念念不忘。去年 4月，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外观设计方案开启公开征

集，杭海随即着手组建团队。他提出的一条基

本设计策略，就是延续“金镶玉”的玉文化概念、

体现“双奥之城”的历史脉络，“用中国最高等级

的玉来礼赞获奖运动员，礼赞奥林匹克精神”。

苍璧礼天，黄琮礼地。既然 2008 年用过

玉璧创意，这回是不是可以尝试玉琮？那不就

天地相合、达到圆满了？一个方形的奖牌设计

方案就此出炉。但最终该方案没有被冬奥组

委选中，杭海分析，还是圆形奖牌更加符合惯

例，另外冬奥会将在春节期间举行，圆形契合

团圆寓意。

团队每隔两天看一次稿，进行集体讨论。

研究生林帆、高艺桐分别受双环玉璧和古代铜

镜上的同心圆启发，构思出两环同心、三环同

心圆环奖牌。随后两人大量阅读文献，完善方

案——“五环同心”诞生了。去年 6月底，该方

案被提交至冬奥组委，两个多月后等来通知：

入围候选。

奖牌宛如一枚同心圆玉璧，共设五环，同

心归圆，寓意“天地合·人心同”。“一方面是

2008年奖牌玉的概念的延续，能够展现‘双奥

之城’的意涵；另一方面同心圆给人凝聚、团结

之感，象征全世界人民受奥林匹克精神的感

召，共享冬奥的快乐，相互理解，共生共荣。”杭

海如此阐释。

打磨东方“月饼”

奖牌设计进入深化修改阶段，由于这是保

密项目，团队琢磨着得给它起个代号。恰好时

值中秋，大家灵机一动，干脆就叫“月饼”吧。

“我们针对‘月饼’的设计和工艺进行了近

一年的讨论，家人以为我们真的是在设计月

饼。”一提起这段经历，设计团队成员、央美教

师李文龙就觉得很感动。

打磨“月饼”，细微之处需反复推敲。以牌

面纹样为例，起初杭海希望尽可能简化，但他

随即意识到“奖牌不是给设计师看的，是给人

民群众看的，老百姓希望看到背后的故事”，于

是决定增加四圈纹样：仰韶时期的植物纹样、

青铜器的回文、织物上的菱纹、宋瓷上的冰片

纹，都与中国古代文明息息相关。之后又采纳

冬奥组委的建议，改为把冰雪纹和祥云纹刻在

正面，前者呈现冬奥特征，后者传达吉祥寓意，

并与 2008年奥运会相呼应。

奖牌背面则取意古代天文图。圆环上散

布有 24 个点及运动弧线，象征浩瀚无垠的星

空、人与自然之和谐，也寓意第 24 届冬奥会，

运动员驰骋赛场，正如群星璀璨。

杭海眼里的奖牌“简朴大方”，符合简约、

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同时细微之处亦别有

洞天。比如借鉴了弦纹玉璧，正面的圆环进行

打洼处理，典雅的“中国式”工艺让奖牌更具立

体质感。

“当运动员手拿奖牌，他会触摸到一些中

国的细节，然后再仔细看，就会从正面看见祥

云纹跟冰雪纹，背面看见星空纹样。”让优美细

腻的东方元素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感知，想

想这画面，杭海就觉得很美好。

创造永恒之美

设计后期，方案被送往上海造币厂打样，

设计、制作两个团队密切协作，继续精雕细

琢。李文龙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地下工作者”。

为保证安全，每一次打样实物都有专人护

送来回。时间往往卡得很紧，头天送来，可能

过一晚就得送回去修改。于是时常在夜深人

静之时，杭海家楼下侧街、没有路灯的地段，几

名设计师挤在李文龙的车里，就着汽车灯光展

开激烈讨论。

实物拿在手里，李文龙第一反应是“沉”。

的确，冬奥奖牌普遍比夏奥奖牌更大，因为冬

奥运动员服装厚重，若奖牌过小则不够醒目。

而更让李文龙感慨的是：“它实际的价值、所有

人的付出，可能比本身的物理重量还要沉。”

奖牌在不断完善，配件也下足了功夫。挂

带采用传统桑蚕丝织造工艺，织造冰雪底纹。

颜色方面刚开始团队想选蓝色，以体现冰雪运

动，最终接受冬奥组委的建议用了红色，与中

国春节文化特色相契合，吉祥喜庆。

蓝色用在了奖牌盒的盒盖上。盒体材料

则以大漆和竹子为主。大漆器物曾在汉代祭

祀中普遍使用；竹子可再生，又象征君子人格

——这两种材料既彰显中国文化特征，又符合

“绿色办奥”和可持续性的理念。

再过 100 天，“同心”就将挂在运动员胸

前。设计团队期待着这一天，同时又怀着更大

的“野心”。杭海深情地说：“运动员赢得奖牌

后，很可能会传给他的儿女，甚至孙子孙女，代

代相传。历经时间流逝后，希望奖牌能让人们

感受到，它的美是永恒的。”
（参与记者：李丽 姬烨 王梦 王楚捷 高

萌 汪涌）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26 日，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倒计时 100
天。从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第 24届冬

奥会举办权以来，中国各地向冰雪体育、文化、

旅游、产业等领域高质量发力，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开始因冬奥会结下“冰雪奇缘”。

“冰雪启蒙”

10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希腊采集

成功，中国短道速滑名宿李佳军参与了火种在

古奥林匹亚的传递。46岁的李佳军是中国首

个获得冬奥会奖牌的男选手。20世纪 80年代

末，他的母校长春市平泉小学成为当时中国冰

雪教育的一面镜子。

那时，平泉小学的学生每天上学要带两个

饭盒，一个装饭、一个装冰，到校后第一件事是

把饭盒里的冰扣在操场上。3个星期后，参差

不齐的冰块形成规模，老师们便趁着寒夜浇

水、锉平，一座校园冰场“落成”。

光阴荏苒，3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

始推进冰雪教育，冰雪资源日渐涌入课堂。

霜降刚过，11 岁小镇女孩金思续就开始

期待冬天到来。“我特别喜欢滑雪，就盼着早点

下雪。”金思续还在家里穿上滑雪服、蹬上雪

板，向记者展示犁式转弯、半犁式摆动等动作。

金思续的滑雪启蒙来自吉林市船营区搜

登站镇中心小学校。2016 年，这所位置偏远

的乡镇小学迎来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滑雪

课。学校操场有条长 300米的跑道，雪季后它

将成为“雪道”。校长沙志胜说，学校在冬天增

设滑雪课，每班每周一节，全员参加，“孩子们

哪怕小脸冻得红扑扑的，也不愿意下课”。

多年来，东北地区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和项

目开展基础，体育和教育部门广泛开展“百万

青少年上冰雪”和“冰雪进校园”系列活动。吉

林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处长王福海介绍，全

省已建成 557所省级冰雪运动特色学校，滑冰

馆和室外滑雪场已由 2015 年的 5 座和 26 座，

增至目前的 15 座和 50 座，每年利用自然冰浇

冰场 400块以上。

种下冰雪梦想的孩子们惊喜不断：室内雪

场、旱雪场等场地投入使用，使滑雪不再是冬

天专属；部分城市将中小学每年寒假第一周定

为“雪假”；冬奥冠军周洋、李坚柔等成为公益

推广大使，到校园手把手指导孩子技术……

“比起我小时候，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

我对中国冰雪运动的未来充满期待。”李佳军

感慨。

“冰雪氛围”

1980 年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中国体育代

表团开启第一次冬奥之旅，开幕式挥舞着五星

红旗的旗手是长春速滑名宿赵伟昌。今年 71
岁的赵伟昌回忆，当年中国全部 28 名参赛选

手在参加的 5 个项目中无人跻身前 8 名，大家

深切体会到了与冰雪运动强国的普及差距。

“过去，我国许多省份百姓对冰天雪地缺

少体会，更别提参与滑冰滑雪了。”赵伟昌说，

即便在我国东北也没有像欧洲、北美一样形成

冰雪运动生活化的氛围，老百姓更习惯“猫

冬”，导致“冰雪人口”范围窄、基数小。

如今，冰雪运动不断升温，曾对冰雪资源

利用不够充分的很多省份开始投建冰场、雪

场。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地更是不断

夯实自然冰雪根基。

孙川家住深圳，准备下个月请年假来东北

“滑个痛快”。作为“候鸟”，他近年来每逢雪季便

会“飞”到东北。他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微信群，群

内好多都是计划“开板”后就位的广东雪友。

更“近水楼台”的是东北百姓。在吉林市

体育馆滑冰场，体育局训练竞赛处副处长刘文

向记者展示了一周计划表——每个上冰时段

都已排满。“如果不考虑人力成本，场地得排到

凌晨。”他说。

近年来，在《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

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等政策释放的

红利下，中国冰雪人口结构发生着显著改变，

规模加速扩大。随着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我

国的冰雪热情将进一步点燃。

“冰雪机遇”

鞋体可调节大小，能滑雪也能滑冰……这

款名为短式冰雪滑橇的装备 2020 年亮相“鸟

巢”，很快成为北京市中小学生冰雪嘉年华活

动中的“网红”。

从最初的“土发明”变成校园的“流行款”，

凝聚着冰雪器材研发和运动教学团队的心血。

“冰雪爱好者不断增加，我们想着开发一

套不受场地限制的滑橇。”来自吉林省的研发

团队成员曲博介绍，样品 2017 年问世后首次

试水曾遭“当头一棒”——运动员穿上后滑行

速度慢，器材故障多。团队并未放弃，他们看

好中国冰雪装备制造产业的蓝海市场。

聘请专家寻找故障、改进装置，重新进行

上万次测试……半年后，质疑被点赞取代。项

目成功后，团队又开始瞄准多功能造雪车进行

技术攻关。

近年来，“冰雪版图”不再限于局地。吉林

在打造“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黑龙江在升级

“中国一号冰雪旅游线路”，重庆、南京、武汉等

城市也在探索反季滑雪产业。

最近长春百凝盾体育用品器材公司正在加

紧生产新订单。总经理王阳是退役滑冰运动员，

他从一家几十平方米的小作坊创业到如今拥有

规模可观的企业。眼下，王阳正在为吉林冰雪产

业博览会参展进行筹备——这是全国首个以雪

为主题的博览会，自 2016年以来已连续举办 5
届，累计吸引 27 个国家和地区及 15 个省份近

2000家参展品牌，现场交易额累计7.5亿元。

“冰雪天地也是‘金山银山’。‘带动 3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会让中国冰雪产业迎来前所未

有的黄金机遇期。”王阳说。

新华社长春10月26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记者 林德韧 胡
佳丽）“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将于 2021
年 11月 7日至 10日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举行，

在疫情防控方面，场馆引入了诸多“黑科技”，为防

疫安全保驾护航。

雾化消毒机器人采用超声雾化的方式，雾化

后的消毒液能够弥散到空间的各个角落，利用消毒

液的消毒特性将病毒进行杀灭。“这个机器人底盘

上有视觉传感器和激光雷达，而这就相当于它的两

只眼睛；激光雷达，扫描前方的路况；视觉传感器在

比较复杂的环境里可以识别路况，避开障碍物。”技

术人员苏春林说。苏春林介绍，该机器人一分钟消

毒面积可达 36平方米，续航时间可达四五个小时。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还在多个门口设立了

“多验合一智能终端”数字哨点，只需要扫一下二

维码，工作人员的身份识别、健康监测状态、健康

宝状态、核酸状态、疫苗状态、智能测温等多项内

容就显示在屏幕上。“以前进场馆的时候需要打开

不同的小程序出示健康宝、行程码、疫苗接种记录

等信息，现在方便了，一码就可以了。”场馆工作人

员王秋霞告诉记者。

智能“小白”机器人身高 74厘米、长 68厘米、

宽 62 厘米，看到没有戴好口罩的人员时，“小白”

就会自动走过去进行语音提示，直到对方戴上口

罩才会离去。“这个机器人减轻了志愿者的工作，

节省了人力，当发现一些未戴口罩的人员时，可以

及时去提示他们，并且还能根据场馆需求提前录

入一些温馨的提示语。”防疫经理史凤琳说。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防疫副经理李婕表示：

“测试赛期间，我们每天都会对闭环内、外人员进

行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防疫监督巡查，并对闭环

内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将由 4支来自

北京的男子冰球队伍参赛，包括 88 名运动员、随

队人员 24人，共计 112人。

冬奥会与3亿国人的“冰雪奇缘”
□ 新华社记者 陈俊 王昊飞 孟含琪 李典

将奥林匹克荣光刻在同心玉璧上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奖牌发布

□ 新华社记者 丁文娴

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黑科技”
全面上岗 助力冬奥疫情防控

10月 26日，“来自崇礼的邀约”——北京 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 100天庆祝活动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

行。 图为当日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