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冬”文创产品都有啥？
安达和赛努带着大家去看看吧！
前前后后逛了一圈，
你是眼花缭乱，还是意有所属？
扫码即可观看哦！

□文/本报记者 赵娜 图/本报记者 马建荃 怀特乌勒斯

11月 8日，在“十四冬”倒计时100天之际，花样繁多的
“十四冬”文创产品惊艳登场。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十四冬”
文创产品首发仪式上，展区中处处可以感受到“文化＋艺术”
的魅力。

走进产品首发仪式现场，展厅内陈列的各类具有内蒙古
民族文化特色、冰雪主题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
围观。

面对蜂拥而至的观众，产品设计者们笑逐颜开，为大家
介绍着各自的设计理念。

“这款围巾、手套，我们选用的是内蒙古最好的羊绒材
质，其保暖性非常强。在设计时我们运用国际化的设计手
法，将雪花、森林、蒙古包、蒙古马、蒙古族吉祥纹饰等各类地
域元素融合到设计之中，从而呈现出有特色、有故事的赛事
周边衍生产品。同时，‘十四冬’的元素我们会用水洗唛标签
进行表现。”赞部落品牌负责人马丽娅边为参观者试戴围
巾，边高兴地向大家讲述其产品的设计初衷。

“这个围巾围起来感觉很暖和，在‘十四冬’观看赛事期
间肯定特别实用。”试戴者王文华开心地说。

参观者刘洋告诉记者，他感觉最适合他的产品就是绘有
“十四冬”会徽以及吉祥物的钥匙包和钥匙扣，因为这两样物
品是大家生活中最常用的。

在众多的“十四冬”文创产品中，“阳光暖手充电宝”让参
观者李敏感到最贴心，“瞧瞧！这款产品上面绘制的‘安达’

‘赛努’非常呆萌可爱，而且这款充电宝在寒冷的冬季用起来
特别方便，充电暖手两不误，我一定要买几个带回去送给朋
友。”

“笔记本、笔对于我们上班族而言是最实用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十四冬’吉祥物毛绒玩具。”
“我喜欢由15个冬季项目拼出的内蒙古地图。”
……
在“十四冬”文创产品展览现场，来往穿梭的参观者边参

观边发出感叹。其中，不少参观者还拿起各具特色的文创产
品合影留念。

展会上，深受参观者热捧的文创产品，件件都凝结着设
计师的心血。

“每一件设计的作品，我都会用心去对待，就拿这个小小
的徽章来说从材质到工艺的选取，都花了我不少的心思。”内
蒙古内秀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师马永强感触地说，“看
着自己设计的产品，总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感觉每一个作品
都像是我的孩子。”

据了解，“十四冬”文创产品首批共开发出赛事纪念品、
文化用品、电子产品、工艺品、邮品、服装、配饰、生活用品等
11大类35种产品。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以“十四冬”会徽、
吉祥物等为主要设计元素，运用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结合
生动有趣的艺术造型，展示了“精彩十四冬 亮丽内蒙古”的
风采。“十四冬”筹委会在今后的文创产品开发中还将积极创
新，把更有时代特征和冬运元素的文创产品逐渐呈现给大
家。

这么多文创产品到哪里买呢？
据悉，“十四冬”各类文创产品计划在大型活动现场、比

赛场馆、运动员驻地酒店、机场候机厅、高铁候车站等交通枢
纽以及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市区大型书店、商场等进行
展示销售。

体育名将
现场助阵，
嗨翻全场！
□本报记者 赵娜

在11月 8日举行的“十四
冬”文创产品首发仪式上，众多
体育冠军现身成了当日最大亮
点。体育名将一出现，瞬间燃
爆全场。

“感觉这些文创产品都非
常精美，非常能体现我们内蒙
古的民族特色，我个人非常喜
欢。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这个穿着蒙古袍的吉祥物毛绒
玩具——‘安达’和‘赛努’，感
觉特别亲切、可爱。”来自锡林
郭勒盟的奥运冠军张小平手捧
吉祥物“安达”和“赛努”开心地
说，“近几年，回内蒙古比较少，
这次有机会回家乡为‘十四冬’
吉祥物‘代言’感觉很激动。”

刚刚在武汉军运会获得
20公里竞走男子、女子金牌的
许皓和杨家玉也手捧着可爱的
吉祥物，向大家展示起来。

“拿上这个吉祥物，感觉特
别喜庆。憨憨的笑容代表了咱
内蒙古人民的热情好客。”许皓
感慨道，“这次文创产品的种类
太多了，穿的、戴的、用的，应有
尽有。”

“这次回到家乡，能为咱们
家乡、为‘十四冬’做点儿事儿，
感觉很荣幸。同时，还能能把

‘安达’和‘赛努’领回家，感觉
特别幸福。”杨家玉笑着说。

现场还来了不少“追星
族”，热情的观众纷纷与体育明
星以及“十四冬”吉祥物合影留
念。

“过去总是在电视上看到
您，能和我拍张照吗？”

“这次‘亲密接触’的机会
太难得了！”

“能加您微信吗？”
……
活动现场，“粉丝们”争相

与体坛名将，交流互动。
当日，内蒙古著名运动员

窦丹、杨柳、李倩、杨晓丽也出
现在冬运会文创产品首发仪式
现场，向八方宾客发出盛情邀
约——内蒙古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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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冬”文创产品好惊艳！

“安达”
“赛努”
诞生记
□本报记者 李存霞

“快来看，这两个娃
娃太可爱了！”11 月 8
日，在“十四冬”文创产
品首发仪式上，不少市
民群众都对“十四冬”吉
祥物“安达”和“赛努”爱
不释手。

这两个胖墩墩的蒙
古族娃娃，是如何诞生
的呢？

“当时，我听说‘十
四冬’要征集会徽及吉
祥物设计作品。作为内
蒙古人我希望用自己所
长为家乡贡献力量。我
觉得在内蒙古举办的全
国大型赛事，吉祥物一
定要体现地域文化特
色，于是就想到要以两
个蒙古族娃娃为吉祥物
形象。”“十四冬”吉祥物
及会徽设计者、内蒙古
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
艺术系主任包湖林说。

确定了吉祥物的大
致形象，包湖林开始思
考，如何将蒙古族元素
和地域特色融入吉祥物
创作之中，最后她想到
可以从服饰上做文章。
从夏季服饰到冬季服
饰，从博克造型到手举
火炬造型，从正常孩童
身形到胖乎壮实的身形
……一遍又一遍地更
改，让吉祥物的形象日
益饱满。

由于是冬运会，所
以包湖林将吉祥物身上
的蒙古族服饰设计为冬
季服饰。同时，这次冰
雪盛会是全区的大事
儿，她决定将自治区东
西部的服饰特色都融入
其中。男孩“安达”身穿
团花锦缎皮袍，头戴圆
顶立沿帽，脚蹬高腰饰
花皮靴，这是内蒙古西
部蒙古族男子传统服
饰；女孩“赛努”则身穿
内蒙古东部布里亚特蒙
古族女孩代表性冬季服
饰。两个蒙古族娃娃一
个看起来正在向前奔
跑，一个正在跳着蒙古
族舞蹈盅碗舞。

设计过程中，包湖
林修改了40多遍，经过
一次又一次的推敲，最
终，“安达”和“赛努”顺
利“诞生”。“安达”和“赛
努”，汉语意思分别为

“朋友”和“你好”，一对
可爱的蒙古族娃娃传递
了内蒙古各族群众对全
国人民的诚挚邀请，更
彰显了内蒙古各族人民
热情好客、健康快乐的
良好精神面貌。

［有料］

媒体记者与奥运冠军张小
平及“十四冬”吉祥物合影。

本报记者 赵娜 摄

会发光的钥匙扣。

大家对各种文创产品颇感兴趣。

试戴“十四冬”文创围巾。本报记者 赵娜 摄

绘有“十四冬”标识的领带。

众多媒体记者
采访首发仪式。

吉祥物钥匙链吉祥物钥匙链。。

特色水杯。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竞
走冠军许皓和杨家玉展示文创
产品。

布偶玩具吉祥物安达和赛努。

明信片。

首发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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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努

安达

“长枪短炮”聚焦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