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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把“新玩法”带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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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威被判犯规无缘第三金

彰显绿色环保理念

冬奥会可望实现碳中和
本 报 北 京 讯 （特 派 记

者李征）“北京冬奥会共有 4
个场馆的 5 块冰面采用了二

氧 化 碳 跨 临 界 直 冷 制 冰 技

术，这种技术使用二氧化碳

制 冷 剂 ，长 期 来 看 可 节 能

20%以上。”9 日上午，北京冬

奥 组 委 总 体 策 划 部 部 长 李

森 在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例 行 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冬奥

会 把 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 贯 穿

于筹办工作的全过程。

据介绍，冬奥会实现了

现有场馆的充分利用，本次

冬奥会一共利用了 6 个 2008
年 夏 奥 会 的 竞 赛 和 非 竞 赛

场馆。

李森说，绿色办奥是北

京冬奥会的理念，低碳管理

和 生 态 保 护 是 绿 色 办 奥 的

两 个 关 键 词 。 通 过 采 取 多

种 措 施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碳 排

放 ，以 及 以 林 业 碳 汇 、企 业

捐赠等方式实现碳补偿，北

京 冬 奥 会 实 现 碳 中 和 的 目

标没有问题。

透过“冰墩墩”，
感受可爱的中国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冰墩墩”风靡世界的背后“势力”

一“墩”难求 难觅“融”颜
主媒体中心记者体验购买冬奥会吉祥物

本报特派记者 李 征 文/图

北京冬奥会的魅力时时让人感慨万千。

武大靖在获得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冠军接

受采访时的飙泪，任子威登上领奖台前手指

胸前国旗的自信，谷爱凌夺冠后的笑颜和比

心，无不让每个中国人感动和骄傲。作为江

西省唯一进入闭环采访的记者，除了享受体

育带来的快乐，更被比赛背后的故事与精神

感动。

细节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怀。2 月 7 日

晚，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米和女子 500米

比赛在首都体育馆巅峰对决。这座建于 1968
年 的 场 馆 ，见 证 了 许 多 中 国 体 育 的 重 要 时

刻。“旧貌加新容”，改建后的首都体育馆在照

明系统、灯光系统、制冰系统、场馆恒温恒湿

等五大方面都有了全面提升。场馆座椅并列

式排布，调整了腿部空间与座椅间距，使观赛

体验更为舒适。

不以奖牌论英雄，每一个参赛队员都令

人 尊 敬 。 首 次 参 加 奥 运 会 的 中 国 小 将 张 雨

婷，在女子 500 米决赛中未能突出重围，获得

第四名。“我要感谢团队，感谢他们的帮助，才

能让我保持一颗平常心。”赛后她这样表示。

创造个人运动生涯最好成绩，是张雨婷作为

一名运动员拼搏的见证。懂得感恩和拥有平

常心，是当代中国青年的缩影。

当任子威身披五星红旗在洁白的冰面绕

场一周时，整个首都体育馆沸腾了。就在这

场充满团队精神的巅峰对决中，武大靖感动

了所有人。决赛第二枪再出发的老将武大靖

体力基本耗尽。过弯道时，他合理利用战术，将领滑的位置

让给了任子威，仿佛在说：“兄弟你先走，我全力护你前行。”

就在这一刻，任子威从武大靖手中接过了中国男子短道速滑

的期望与重任。风驰电掣的短道速滑赛场，见证了薪火相传

的瞬间，令在场者泪目。

理性和包容，让体育回归初心。首都体育馆的观众，最多

的还是本地“粉丝”。他们掌声热情，喝彩公正，他们是冬日的

暖阳，是赛场的风景。他们的热烈掌声，充满鼓励和温暖。

与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完美融合。按照历届冬奥会比

赛的惯例，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使用的是同一个场馆。两个项

目对冰层和冰面的厚度、温度、柔软度，均有不同要求。为了能

够顺利完成转场，改造后的首都体育馆采用最先进的二氧化碳

制冰技术，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控制温度，满足了两种不同

比赛项目的冰面需求。同时，该技术一年制冰耗电约 100 万

千瓦时，节能率达到50%，充分体现了绿色环保的理念。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冰墩墩”连续登上多个热

搜，一度卖到断货。随着冬奥会拉开大幕，吉祥物“冰墩

墩”更是实力圈粉，一跃成为新晋网红。北京冬奥会主

媒体中心特许商品零售店得到了不少媒体工作人员、持

权转播商、工作人员的青睐。2月 9日下午，记者来到零

售店，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一“墩”难求、一“墩”难抢。

闭环内唯一的冬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设置在主媒

体中心二楼，记者看到门前只有数十个新闻媒体人员

有序排队。本以为非常幸运，记者往店内一看，发现货

架上已是空空荡荡。“毛绒玩具、手办今日已售罄”零售

店玻璃门前贴上了提示，之前并未限制购买数量的零

售店，也贴上了毛绒类、抱枕、水晶球、钥匙扣、手办均

限购 1 个的购物提醒。“每天我们补货上货架都得好几

回，但补货的速度跟不上大伙购买的热情啊。”零售店

工作人员笑着说。

“为能买到‘冰墩墩’，零售店营业前两小时就有人

在排队了，队伍超过了 100 米。”一名媒体朋友与记者

交流，他的同事当日上午排了 3 个小时的队伍才进了

店。“现在都这个点了，有啥买啥吧。”一名排队者说。

40 分钟后，记者终于来到了店内，但是除了吉祥物手

环和推拉箱外，其他特许商品几乎一扫而空，吉祥物

“雪容融”也是难觅“融”颜。

买“冰墩墩”的多了，这可忙坏了在主媒体中心的

中国邮政快递人员。“上午 9 点到下午 1 点是我们正常

的营业时间，但每天因为忙客户打包往往都要加班到

凌晨。”一名工作人员这样介绍。而邮寄快递的购物

者，也不轻松。云南省一名媒体记者表示，排队打包到

结束，她花了 3个小时。

不仅仅是主媒体中心，运动员居住的冬奥村，也是

一“墩”难求。“奥运村‘冰墩墩’卖没了。”

对于“冰墩墩”“雪容融”销售的火爆现象，北京冬

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特许经营管理处处长郭磊对媒体表

示，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已和各生产企业进行了

多轮沟通，目前工厂已有序复工，将会有产品源源不断

供应到市场。

郭磊提醒，切勿从“黄牛”手中高价购买特许商品，

不要相信价格炒作，不要囤货，要理性消费。北京冬奥

会的特许商品，将至少持续销售到今年 6 月底，可以满

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冰墩墩”实力圈粉。 主媒体中心特许商品零售店得到了不少媒体工作人员、持权转播商、工作人员的青睐。

新华社广州 2 月 9 日电 （记者王浩明）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正在刮起一股“世界旋风”。究竟是什

么“势力”，让这个胖乎乎、圆墩墩的形象，迅速走红？

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势能厚积方能带来动能磅

礴——“冰墩墩”是北京冬奥会和中国冰雪运动厚积薄

发之“势”的生动缩影。

超过 5800 幅备选作品，历经 7 个月的修改，500 多

个卡通形象，上万张草图，超过 100G 效果图文件……

才诞生了风靡世界的“冰墩墩”。

7个月的背后，是近 7年时间——自 2015年成功申

办开始，从场馆建设，到竞赛运行，到仪式表演，北京冬

奥会始终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理念，全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每一个细节、守住每一个节

点，确保了北京冬奥会如期顺利举行。近 7 年来，扎实

高效的工作、先进周全的理念、透明开放的态度，最终

汇聚成照耀世界的冬奥圣火，让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

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滚滚潮流，势不可挡。

时“势”造就“英雄”——通过筹办冬奥会和推广冬

季运动，中国让冰雪运动进入寻常百姓家，实现了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为全球奥林匹克事业做

出了新的贡献。从北京冬奥会圣火点燃的那一刻起，

中国公众对冰雪运动和奥运精神的火热情怀，就为“冰

墩墩”走红造就了最为强劲的势能。

“惟知人力胜，可与天工敌。”“冰墩墩”卷起世界风

潮，澎湃着一股合力。

从 1990 年北京亚运会熊猫盼盼、到“动起来”的

2008 奥运会五个福娃之一“晶晶”，再到浑身上下都充

满科技感的 3D“冰墩墩”，熊猫的“变身”，恰恰是中国

科技腾飞的注脚。而在冬奥村，机器人餐厅和智能遥

控床让“见多识广”的世界顶尖运动员们又“开了眼

界”；在展示“中国式浪漫”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超

大 8K 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人工智能实时捕捉技术、

裸眼 3D技术等等汇聚鸟巢，为世界观众呈现了一场流

光溢彩的视觉盛宴——这是中国科技的硬实力。

从风靡世界的“冰墩墩”，到惊艳地球的二十四节

气倒数，再到比赛和领奖服饰，中国文化在奥林匹克这

个世界舞台星光璀璨。正如“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

曹雪所言，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融入设计的 DNA，真正

地读懂中国，方能生长出真正的“国潮”——这是中国

文化的软实力。

而“冰墩墩”背后的万千国货崛起、奥运会百年历史

上第一次“敢于”不点火，见证的是崛起中国的自信之

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世界

中，“一起向未来”的这声呼唤，是中国唱给世界的歌。

《“我必须有一个！”吉祥物商品受到争抢》《从领

奖 台 到 观 众 看 台 ，冬 奥 会 吉 祥 物“ 冰 墩 墩 ”无 处 不

在》……英国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外媒近

日不约而同报道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走

红。“冰墩墩”不仅在国内引爆购买热潮，导致“一墩

难求”，也打动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心，成为海外朋友

关注冬奥、感知中国的最新纽带。

“冰墩墩”何以“征服”世界？“‘冰墩墩’可爱幽

默，充满了正能量”“‘冰墩墩’看起来就像一只大熊

猫刚刚在雪地里打过滚，看起来十分有趣”……包括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等海内外人士如

此表示。

“冰墩墩”以体现中国美学的造型设计赢得人

心，展现的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是冬奥

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整个北京冬奥会在诸

多场合展现出的中国文化风采，都给海内外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雅致

与亲和，在润物无声中呈现在世界面前。

“冰墩墩”走红的背后，是一个给世界带来信心

和鼓舞的中国。在疫情挑战下，中国如期献上一场

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选手们得以尽情绽放

运动风采，各国体育迷们可以尽情分享观赛欢乐。

在疫情的阴霾下，这样的欢乐已经久违。“冰墩墩”走

红的背后，是一个促进世界和谐与团结的中国。美

国运动员特莎·莫德为冬奥志愿者们的热心而感动

落泪，很多运动员说“非常享受和感谢在中国遇到的

一切”。无论是举办北京冬奥会，还是携手各方抗

疫，中国始终如一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始终致力

于共同进步。

可爱的“冰墩墩”，是可爱中国的一个缩影。通

过冬奥会，世界各国愈发感受到一个传统与现代水

乳交融的中国，一个自立自强同时又热情拥抱世界

的中国，一个更加坚定自信、从容大气的中国。衷心

希望，以冬奥会为契机，更多的外国朋友走近中国，

感知真实中国，增进彼此了解，携手迈向未来。

2 月 8 日 ，在 抚 州

市东乡区小璜镇孙圳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志愿者与儿童一起用

黏 土 捏“ 冰 墩 墩 ”造

型。冬奥会正如火如

荼，教师志愿者通过教

学生用轻黏土手工制

作的方式，捏出属于自

己的“冰墩墩”，共同助

力冬奥，为奥运健儿加

油鼓劲。

特约通讯员 饶方其摄

镜

头

2月 9日，任子威（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

电 （记 者王镜宇、赵雪彤、

何磊静）两金在手的中国选

手任子威在 9 日晚进行的冬

奥 会 短 道 速 滑 男 子 1500 米

半决赛中被判犯规出局，无

缘第三金。

此 前 获 得 了 混 合 团 体

接 力 和 男 子 1000 米 金 牌 的

任 子 威 以 小 组 第 一 的 身 份

晋 级 。 在 半 决 赛 的 第 三 组

比赛中，任子威第三个冲过

终 点 。 随 后 ，当 值 裁 判 认

定，当哈萨克斯坦选手加利

亚 赫 梅 托 夫 试 图 超 越 任 子

威时，任子威有手臂阻挡动

作 ，因 此 被 取 消 了 比 赛 成

绩，无缘决赛。

2 月 9 日，参赛选手们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比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世界也许想回到从前，但中国会一直向前。这是肩负

人类文明探索创新的担当，也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内驱力。

当谷爱凌以惊世一跃开创属于她的时代时，她身下呼啸

而过的首钢大跳台，也代表中国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办赛模式。

首钢可谓中国工业强国梦的缩影。1919年，官商合办

的龙烟铁矿公司在京西永定河畔筹建石景山炼厂，新中国

成立后，这里成为中国第一座国有钢厂首都钢铁厂。

2020 年，中国粗钢产量占世界 56.8%，世界前 10 大钢

铁公司，中国钢企上榜 7 家，其中首钢排在世界第 9。但在

首钢旧址，再也看不到炉火闪耀，她变身为城市文体绿

洲。首钢钢铁产业已搬迁至渤海之滨的曹妃甸，这是中国

钢铁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迁徙。

这几天，在世界上第一座永久性的城市滑雪大跳台

上，首都钢厂“疯狂的烟囱”送上天空的不再是烟雾，而是

来自全球的自由滑雪运动员。当他们飞翔的时候，背后是

巍峨的冷却塔和壮观的钢铁巨兽，充满蒸汽朋克风格的背

景，令每一位运动员感觉“炫酷”，令世界在转播镜头前睁

大好奇的眼睛。

“我认为，如果这类设施在世界各地推广，那就太酷了。”

美国自由滑选手戈佩说，“这肯定会让这项运动更接近大众。”

北京冬奥会正在自信地把“新玩法”带给全世界。

以前，场馆选址、办赛模式、竞赛流程，都由西方创造

和固化。现在，中国的积极探索，使标准的来源更多元，也

更契合时代前进的步伐。

记者看到，长安街沿线的冬奥主题花坛里，漂亮的 3D
雪花不但科技感满满，还蕴含着“零碳”的新意：原本不起

眼的建筑垃圾等城市固废，通过 3D打印变身雪花。

把城市固废做成3D打印艺术产品，这样的任务前所未

有，中国设计和制作人员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终于靓丽呈现。

从耗能巨大的火炬台，改为烛照未来的微光，北京冬

奥会从开幕式起，就注定将创新进行到底，中国标准也可

以做成世界标准。原来主火炬还能这么点，原来大跳台也

能建在城市中，原来雪花还可以用建筑垃圾 3D打印。

不走寻常路，将是北京冬奥会留给世界的宝贵财富。

新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光影流转，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雪如意”傲视群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蜿蜒灵

动……这些场馆将现代奥林匹克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完

美结合，既体现中国特色，又为世界增添新鲜的审美趋势。

首钢地区抓住冬奥筹办契机，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

兴地标，创造世界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复兴典范；延庆

地区利用冬奥效应，促进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涵养区建设

新样板……中国的创新并不是凌空蹈虚。随着北京冬奥、

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更多创新成果将为广大民众与主办

城市发展带来更多长期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