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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然
而，冬日的严寒丝毫不能阻挡大家积极参
与“十四冬”的热情。

作为“十四冬”的形象大使，从呼和浩
特走出去的冰雪健儿韩梅一面进行着紧
张地训练，一面仍时刻关心着“十四冬”的
进展情况。

很多人都是从平昌冬奥会上关注到
韩梅的。那一年，年仅20岁的韩梅凭借
实力拿到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比赛资
格，并最终与队友获得速度滑冰女子团体
追逐赛第五名，为中国队在此项目上取得
历史性突破。

这些年的比赛中，韩梅的参赛身份一
直没有冠上“内蒙古”三个字，但在“十四
冬”比赛中，她正式被交流回内蒙古，并以
内蒙古代表队一员的身份参与比赛，这对
她来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对于即将到来的“十四冬”，韩梅内心
感触颇深：“所有筹备工作都在有序进行，
通过这次成功办赛不仅能宣传冰雪运动，
而且还能宣传我们内蒙古。”

“十四冬”在家乡举办，让韩梅
有了更多的回归感。“作为一名内

蒙古的运动员我
很骄傲也很自豪，
我一定会刻苦训
练，争取获得成
绩。我也会全力
以赴为家乡代言，
为‘十四冬’助力，

为内蒙古冬季运动的发展助力，让更多的
内蒙古孩子有机会学习和参与冬季运动
项目。”

□王文婧

“满城尽说十四冬，这个冬天不太
冷”，随着“十四冬”渐行渐近，内蒙古各
大赛区冬运盛会的气息越来越浓。“十
四冬”在内蒙古的举办，激发了全区广
大群众对冰雪运动的热情，大街小巷，
人们渐渐从加油观战转化为积极参与。

我区冰雪资源得天独厚，冰雪运动
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更是蓬勃
发展，通过实施各种青少年鼓励计划、
开展冬季全民健身、完善场馆设施建设
等措施使得影响力更加广泛，但目前来
看，我区冰雪运动大众参与的潜力还未
充分挖掘，实际参与率与黑龙江、吉林、
辽宁等传统冰雪运动省份尚有差距，很
多人对冰雪运动只是偶尔尝试，多
数以娱乐为目的，对冰雪运动的认
知水平还不够。“十四冬”来到塞北
边疆，是我区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冰
雪运动的一次契机，我们应该抓住
难得机遇，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来，实现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
展。

提升“十四冬”的辐射力，需以开放
的姿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冬运大会
万众瞩目，必定会吸引集聚更多民间力
量和社会资源，体育部门可借机从民间
借力，更好拓展冬季运动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可借鉴一些地方的相关经验，
如委托俱乐部组建冰雪队伍，在更大范
围选拔选手，不断提升地区的冰雪运动
氛围；另一方面，将运动会宣传工作做
细做实，现场展示赛场内外可让人有生
活代入感的小故事，加强互动，同时，将
冰雪运动的规则常识寓于赛事
宣传，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公
众对冰雪运动的认知水平。

总体来看，只要体育赛事
开发得当，多措并举挖
掘出冰雪运动深层次的
发展源泉，内蒙
古冰雪运动将更
具感召力。

□本报记者 赵娜

以“卷云”和“哈达”为外形的“十四冬”主场馆，刚
一亮相就引发业内外人士一片赞叹，苏宝民作为场馆
工程建设项目总工程师，内心深处也充满了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呼伦贝尔人，苏宝民设计之
初就是想通过这个场馆来充分展现内蒙古的特
点和风貌，让更多人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经过反复修改，他最终确定了这个设计——“卷
云”寓意吉祥如意，“哈达”表示内蒙古热烈欢迎
八方宾客。

68岁的苏宝民因为有着丰富的建筑工作经验，
此次“十四冬”场馆建设被特意请来担任项目总工程
师。从方案设计到建设实施的每一个环节，苏宝民都
亲力亲为。2019年9月，当看到主场馆完工的那一
刻，苏宝民像孩子一样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喜悦。

“场馆建好了，看着大家对‘卷云’和‘哈达’很

满意，我真是太自豪了！”苏宝民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2016年，我接到建设主场馆任务时，感觉既责
任重大，又很荣幸。”

当开始施工时，工程的难度超乎了苏宝民的想
象。由于主场馆的规模大，横向跨度也特别大，以
大道速滑馆来说，其场地面积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足
球场。苏宝民需要克服的难关就是为这个大的足
球馆盖“帽”。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想到采用张弦式
钢桁架结构施工工艺以实现大单层大跨度需求。
这种设计方法，在全区都是首屈一指。

在施工过程中，苏宝民还遇到了很多以前不曾
遇到的难题。建设体育场馆对专业的要求特别多，
比如在灯光、音响、计时计分大屏调试安装中都必
须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做，而且冰上运动场馆还要
熟悉制冰工艺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苏宝民之前接
触的比较少。为了保证场馆建设他就主动学习，带
领大家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由于工期紧，主场馆建设开始后所有施工人员

都在为抢工期忙碌着，经常早上5点多就来到施工
现场，每天都在轰轰烈烈进行大作战，没有节假休
息已成为常态。

虽然施工过程很苦很难，但是在苏宝民看来却
很有意思：“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建筑工作，像
咱们呼伦贝尔，80%的重点建设项目都是我参与建
设的。搞项目建设，每一个项目的特点都不一样，
做完一个项目自己就很有成就感。”他继续笑着说，

“业外人士可能不理解，但对于我来说，建设项目越
是有挑战，越是有难度，越是需要不停地学习，我就
越兴奋。”

目前，“十四冬”主场馆已经承办了很多赛事，
不少来场馆训练、比赛的教练和运动员都对场馆的
建设赞不绝口。每当听到大家的赞誉时，苏宝民的
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看着场馆从无到有，大家用得开心，我就感到
很欣慰，觉得付出的汗水和努力都是值得的。”苏宝
民感慨万千。“我服务，我快乐”

□本报记者 赵娜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践行志愿服务理念，积极进取、热情服务，团结协作、奋力
拼搏，点燃冰雪激情、绽放中国梦想……”这是贺亮当志愿者时许下的铿锵誓言。

谈起当“十四冬”志愿者的初衷，在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上学的贺亮腼腆
地笑着说：“当时，听说要招募志愿者，感觉特别新鲜，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如
今，成为志愿者之后我越来越享受为他人提供帮助时的快乐。”

贺亮说，“有一次，我们坐的通勤车被困在了山路上，当时是傍晚，天气特别冷，还
下着大雪。为了让通勤车能尽快脱困，组委会就弄来了很多沙子铺路，当时在场的所
有志愿者也都立马参与其中。有的志愿者往路面上铺沙子，有的拿起铁锹凿冰，大家
干得热火朝天。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大家在冰天雪地里开辟出了一条道路成功脱
困。整整被困了4个多小时，虽然饥寒交迫，但是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

“累，是志愿者们共同的感受，然而，在服务过程中却经常收获感动与幸
福。”贺亮说：“有些人觉得我们‘90后’很娇气，其实我们‘90后’关键时刻不掉
链子，也很能吃苦。我相信，我们是最棒的！我服务，我快乐。”

提到这个团队，贺亮总是滔滔不绝。他介绍，在志愿者培训期间大家按照
每天练习、每周考核、每月测评的训练考评机制，进行微笑、站姿、走姿、引导手
势等各项练习，同时还要学习应急救护知识等内容。目前，大家仍在努力，只为
在“十四冬”中展现最好的自己。

“今后，我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志愿服务中，为‘十四冬’贡献自己的
青春力量，为内蒙古争光添彩！”贺亮发出了自己的宣言。

“‘卷云’和‘哈达’，我的自豪！”

“火炬给予我力量”
□见习记者 薛一群

“让冰花在旋转中绽放，让热血在
滑翔中激荡，让雪花在腾空中飞扬，让
青春在拼搏中充满力量，我们来了来
了，相约在银色世界，我们来了来了，
相逢在辽阔雪原……”在《冰雪之约》
优美的旋律中，“十四冬”圣火完成了
在通辽市的传递。这次火炬传递承载
了30名火炬手的豪情与荣耀，传递着
祝福与期望。

火炬手刘畅是通辽市第二中学学
生、全国少代会代表，也是通辽市 30
名火炬手中年纪最小的。“10月末，当
得知自己要担任‘十四冬’火炬手时，
我深感自豪，更觉责任重大，所以专门
做了准备。”刘畅激动地说，“在学校体
育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强化力量训练，
控制摆臂姿势，完善跑步体态。”

放学后，刘畅也在积极练习。“我
和妈妈一人拿一个手电筒，在小区的
空地模拟火炬的传递。一开始配合比
较生疏，‘火’很难碰到一起，经过一次
次的练习，我们总结出交接时将火炬
倾斜45°，更容易‘点燃’，我们之间的
传递变得越来越默契。”刘畅告诉记者，“通过练习，我更加理解了圣火
中蕴含的合作精神。”

回想传递圣火的过程，刘畅仍很激动：“看着第十一棒火炬手越来
越接近，我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浑身热血沸腾！当火炬在我手
中点燃时，我不仅感受到来自火炬的分量，更感受到火炬给予我的力
量。沿途人群向我热情招手，父母为我呐喊加油，我觉得我不仅仅是在
传递圣火，同时传递的也是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强健的体魄是一切
的前提，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继续加强体育锻炼，带动更多身
边的人投入体育运动，发扬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
罢休的精神，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形象大使韩梅的开心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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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滑雪耐力训练。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畅享冰雪激情。
本报记者 王鹏 摄

“十四冬”主场馆火炬
塔试点成功。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我服务，我快乐！

“00 后”火炬手刘畅与
“火炬”合影。

见习记者 薛一群 摄

苏宝民（中）陪同海拉尔区委书记
杨国宏（右）调研冰面质量。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内蒙古冰上运动训
练中心练中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于涛于涛 摄摄

（资料来源于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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