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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在 即 ，不 少 记 者

已 进 入 赛 事 闭 环 。

在本届冬奥会主媒体

中心，好几位背着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媒体背包的记者

十分吸引眼球。14 年前的北京

奥运会，不仅背包质量“杠杠的”，

那场无与伦比的盛会同样深深留在每

个人的印象中。可以相信，不久后举行

的北京冬奥会，同样会精彩、非凡、卓越。

中国办奥运，质量有保证、精彩可期

待，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

中国办奥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自 2015年

申办冬奥会成功的 6年多来，中国全面兑现每一项

承诺，奔着申冬奥时提出的愿景目标，按计划一件

事一件事地办。冬奥筹办工作“赶早不赶晚”，竞赛

场馆建设等许多工程提前完工。特别是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冬奥建设者和参与者

披星戴月、攻坚克难，将“冬奥蓝图”一步步变为现

实。如今，经过扎扎实实的推进，中国已经为冬奥

盛会做好了准备。

中国办奥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立足当下、着

眼未来。中国明确提出绿色办奥，重视奥运遗产的

传承。场馆建设上不搞铺张奢华、不搞重复建设，

绝不能办过之后就成了“寂静的山林”，13个竞赛和

非竞赛场馆中有 11 个是 2018 年奥运会的“遗产”；

三大赛区的冬奥村（冬残奥村）在赛后都有可持续

再利用的计划，考虑持续性、统筹性；奥运史上首次

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力全覆盖，节能、低碳能源、废

弃物与废水处理等诸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北

京冬奥会的筹办过程，对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起到了示范效应。

中国办奥不仅要办好一场大赛，更要办好全

民健身这件大事。中国申办冬奥会的最大目的，

就 是 在 3 亿 人 中 推 广 普 及 冰 雪 运 动 ，推 动 中 国

冰 雪 运 动 跨 越 式 发 展 ，这 一 愿 景 抓 住 了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的 要 义 。 经 过 多 年 努 力 ，中 国 不 仅 让 冰

雪运动的竞技水平逐渐追上，还提前实现了“带

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改变了世界冰

雪运动的版图。以冬奥会筹办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提升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中

国做到了。

中国办奥重开放，面向世界、讲述故事。冬奥

会筹办既是中国兑现承诺、快速发展的过程，更是

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的过

程。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

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将向世界展现中国

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世界将对

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

来，历史一定会镌刻下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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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考察 2022 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

强调，要坚定信心、振奋精

神、再接再厉，全面落实简

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抓紧抓好最后阶段各项赛

事组织、赛会服务、指挥调

度等准备工作，确保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

冬奥会筹办进入冲刺

阶段，各项工作紧锣密鼓。

从运动员到每一名参与者，

大家都在努力，为冬奥盛会

的成功举行奋力一击。

——编 者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 23天，冬奥会备战

已进入关键期。29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的运动

员正拼字当头，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接大赛到来，

朝着“取得中国冬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的目标

发起最后冲刺。

立足自我 以稳为主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中国双人滑组合隋文

静/韩聪获得一块宝贵的花样滑冰银牌。经过伤

病的煎熬和等待，王者归来的“葱桶组合”在北京

冬奥周期继续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在 2021—
2022赛季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隋文静/韩聪在

加拿大和意大利两站比赛中两度登顶。即将到来

的北京冬奥会上，花样滑冰双人滑是中国队冲击

金牌的热门项目之一。

“冬奥会还是稳定第一，我们的对手很强。”中

国花样滑冰队双人组主教练赵宏博说，中国双人

滑项目在北京冬奥会的冲刺备战中将立足自我、

以稳为主。

在最新的双人滑世界排名中，隋文静/韩聪名

列第三，队友彭程/金杨位列第五，其余 3个前五的

席位均被俄罗斯组合占据。可以预见，冬奥会上

两国组合的比拼将非常激烈。

赵宏博说，俄罗斯在冬奥会双人滑历史上“统

治”了 46 年的冠军，目前其队员的整体状态都比

较好，有两对年轻组合冲劲十足。为此，中国队的

两对选手要把自己的东西练得更踏实，在冬奥会

赛场上把两套节目最高质量地发挥出来。

隋文静和韩聪说，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两人

在难度上有了新突破。在托举等方面进行了难度

和挑战性的升级，希望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

本赛季，隋文静和韩聪再次在自由滑曲目中

祭出了成名曲——《忧愁河上的金桥》。2017年世

锦赛夺冠时，两人用的就是这套曲目。不过，这一

次旧曲演绎的是新动作。隋文静说，两人与加拿

大编舞家劳瑞编排了一套全新的节目，在很多细

节上花了心思。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花样滑

冰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给大家的支持。”

隋文静说，“我现在很兴奋、很激动，希望把这种心

情保持到冬奥赛场，为自己的目标全力奋斗。”

新人涌现 创造历史

自 1980年首次征战冬奥会以来，中国冰雪运

动一直呈现“冰强雪弱”的局面。2006年都灵冬奥

会上，韩晓鹏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中一举

夺冠，为中国赢得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枚冬奥会雪

上项目金牌。

借助北京冬奥会的“东风”，中国冰雪运动加

快补短板。109个冬奥会小项中，从约 1/3的空白，

短短几年间实现了全项目开展、全项目建队、全项

目训练。雪上项目老将给力、新人涌现，为北京冬

奥会冲金做好了准备。

近日，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美国猛犸山站坡

面障碍技巧决赛中，中国 18岁小将谷爱凌获得一

枚银牌。而在此前的 U 型场地项目上她勇夺冠

军，并以本赛季世界杯 U 型场地项目四站全胜的

成绩，获得了象征赛季总冠军的水晶球。

自 2020年在冬青奥会上大放异彩以来，谷爱

凌一直延续着强势表现。本赛季初，她因伤错过

了一站比赛，但在伤愈回归后状态爆棚。自去年

12 月以来，谷爱凌在参加的 9 场比赛中都登上了

领奖台，收获 6金 2银 1铜，在 U 型场地、坡面障碍

技巧、大跳台 3个小项上均有收获，这让中国雪上

项目的冬奥会争金点一下子增加了 3个。国际雪

联也在其官网上评价道，谷爱凌给这个赛季画上

了惊叹号。

赛场上挑战极限，赛场下创造历史，很多人对

这位中国雪上项目的希望之星寄予厚望。谷爱凌

对于自己的冬奥会之旅同样充满渴望。“能在冬奥

会前最后一个比赛做得这么好，让我感觉非常高

兴、非常期待。”她说。

拼字当头 冰雪健儿争佳绩
□ 新华社记者 刘 峣

奉献服务“双奥之城”情更浓
在全国第一个奥林匹克社区——北京东城东

四街道，镶嵌其中的奥运元素不断唤起人们对于

北京奥运会的温暖记忆。

“近年来，我们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纪念夏奥、

迎接冬奥的活动，延续着奥运梦想，记录着‘双奥’

足迹。”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副主任张国忠说。

由 200 多名居民自发组成的“双奥志愿者服

务队”成为社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志愿者

们看来，2008年，自豪的是见证和参与；如今，重要

的是服务和奉献。“我们正积极申请成为冬奥社

区，希望可以成为全国第一个‘双奥’社区。”张国

忠说。

在北京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井路社区，居民

孙园园一家正热切期待冬奥会开幕。孙园园曾是

一名专业的速度滑冰运动员，2015年北京申办冬

奥会成功后，她主动到社区普及冰雪知识，为居民

开展滑冰体验课。“希望为北京冬奥会出一份力，

来表达对盛会的期待和祝福。”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长年坚持义务清理

垃圾的“环保奶奶”贺玉凤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她

成立了“夕阳传递”志愿服务队，组织更多人参与

环保行动，为打造“最美冬奥城”、迎接北京冬奥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北京携手张家口成功申办冬奥会的那一

刻起，就期待能为家乡举办的奥运会尽一份力。”

在国内一家航空公司工作的郝夏坤出生于河北张

家口，已经承担了近 7000 小时飞行任务的她，近

期最开心的事就是有机会能为北京冬奥会进行服

务保障。

“再迎奥运，就像迎接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

友，一起说说过去，聊聊未来。”郝夏坤说，“2008

年，我们与奥运初次相遇，为的是彼此能够更了

解；14年后，我们与奥运再度相逢，想的是如何更

团结地一起向未来。”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孔祥鑫 赵琬微 吉宁 李
春宇）

中国办奥运，精彩可期待
□ 刘 峣

隋文静隋文静（（左左））//韩聪在训练中韩聪在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彭子洋摄

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大厅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大厅。。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贺长山贺长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