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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黄垚 李放
郭雅茹

他们忙碌在赛事场馆，引导观众，
维持秩序；

他们服务于闭环驻地，悉心接待，
事无巨细；

他们坚守在不同领域，热情服务，
青春洋溢。

他们，是闪耀在冰雪盛会中的“天
霁蓝”，是北京冬奥会上无私奉献的志
愿者。

历经“双奥”，情怀始终如一
“作为冬奥志愿者，在做好服务的

同时，我们也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让
世界深入了解中国的使命。”来自清华
大学的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余中淇，话语
中充满自豪。

如今，已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生的他回忆起自己与奥运的缘分，
仍然历历在目。

2008 年的暑假，当时上小学五年
级的余中淇报名成为小志愿者，感受奥
运氛围的同时，在场馆周边搭建的亭子
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段经历也将
他与奥运紧密地连在一起。

“由于年龄小，我当时主要帮志愿
者哥哥姐姐们做些辅助性工作。”他说，
当时就盼着像他们一样，长大后能成为
一名奥运志愿者。

14 年 后 ，当 梦 想 照 进 现 实 ，余 中
淇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站 上 了 更 为 核 心 的
岗位——奥林匹克大家庭助理，成为最
早上岗的一批志愿者，主要为来自国际
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提供联
络、接待、翻译等服务。

“希望自己做好服务工作，与更多
国际友人成为朋友，向世界展现中国青

年积极、热情、向上的形象。”这是余中
淇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也是每位冬奥志
愿者的心声。

和余中淇相似，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的青年教师李习文也迎来了自己的“双
奥”之旅。

在北京奥运会担任志愿者时，李习
文还是一名大学生。从学生变成老师，
从夏奥再到冬奥，昔日的“鸟巢一代”在
成长中，用实际行动将奥运梦想不断升
华。

如今，李习文作为国家速滑馆志愿
者经理，主要协助场馆内 20 多个业务
领域进行志愿者培训，涉及场馆实地探
勘、心理辅导、防疫安排等内容。工作
忙碌，春节期间尽管家人在京过年，李
习文却没能与家人团聚。

“今年和志愿者们一起过年，做好
服务和保障工作，也是一个难得的人生
经历。”李习文说，“与奥运结缘，是我人
生中永远值得铭记的大事。”

2008 年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成
为北京最好的名片；2022 年，北京成为
首个“双奥之城”，“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已成为越来越多新时
代中国青年的价值选择。

情暖赛场，展现奉献精神
身为从东北这个可以“速冻一切”

的地方走出来的人，张鸿博直言还是有
点低估了崇礼的低温：“站时间久了，从
山谷吹来的风仿佛能把人吹透，刺骨的
冷。”

这位燕山大学的大四学生是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的一名志愿者。张鸿博
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在赛道入
口检查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证件是否齐
全。

可要说难，也真的难。无论是练习
还是比赛，只要赛道开放，就需要上岗，

比赛日通常要工作到比赛和颁奖结束，
志愿者们轮班站在雪地里值守直到晚
上。

虽然条件艰苦，但张鸿博从未抱
怨，愈发珍惜这一难得的经历。“冬奥志
愿者的工作很有魅力，在帮助他人的同
时，还能学到很多知识，有机会成功入
选，我很幸运。”

冬奥舞台上，活跃在比赛场馆的志
愿者们各司其职、辛勤付出，保障一场
场精彩赛事顺利呈现。

李斯达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一
名张家口人，他从小喜欢滑雪，这次在
家门口举办冬奥会，他第一时间报名成
为志愿者。

李斯达工作的赛场内有 5 个不同
的计时点，每一个点位都设有观察员，
他就是其中之一。观察员相当于手动
计时员，每通过一名运动员，他们需要
将其号码布上的信息输入计时记分系
统。当电子设备出现问题时，这些工作
便显现出重要性。

在寒风呼啸的露天计时点，一场下
来，李斯达和同伴常常冻得手脚麻木。
但为了这一刻，从英语口语到冬奥常
识，再到应急演练，几个月以来的每项
培训他都认真刻苦，只为在赛事服务时
万无一失。

一身“天霁蓝”，一颗火热心。一个
个像他们一样的冬奥志愿者，奔忙在两
地三赛区，温暖着赛场的每个角落。

悉心服务，尽显热情周到
夜色渐深，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

一楼大厅依然灯火通明，其中不乏志愿
者忙碌的身影。

第二天的闭环车辆有哪些线路、
车次及时间如何安排、跨赛区怎样换
乘⋯⋯交通信息咨询台前，来自北京林
业大学的志愿者关淇匀贴出的双语示

意图，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热门赛事越来越多，我们想到了

这个办法，用制图软件专门制作了思维
导图和表格，便于大家直观清晰地了解
这些信息。”关淇匀说。

自 1 月上旬来到主媒体中心，她和
同学们一天三班倒，将在这里一直工作
到北京冬残奥会结束。

尽管时间跨度较长，关淇匀和同学
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能够帮助大家
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有机会为冬奥尽一
份力，很幸运，也很幸福。”

一道道流动的蓝白风景线，一张张
灿烂的青春笑脸，唱响青春的礼赞。

“房间的马桶堵了，能否派人帮忙
处理一下”“酒店便利店几点营业”⋯⋯
解决闭环酒店内外籍人士的各种问题，
成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陈
建霏的日常。

自 1 月中旬进驻以来，她和首都经
贸大学学生张薷心、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学生孙若楠三人作为北京塔里木石油
酒店住宿业务领域志愿者，充分发挥自
身语言优势，为酒店和外国客人之间搭
建起沟通桥梁。

“我们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酒店前台
人员的角色，在志愿服务中充分体会到
了他们的辛苦，也提升了自己独立解决
问题的能力，是一次难得的实践。”陈建
霏说。

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住宿业务领域
志愿者无法到现场观看比赛，她们却笑
着告诉记者并不遗憾：“志愿服务分工
不同，这里的经历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冬奥时刻’。”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献；不

计个人得失，只为他人方便，这是志愿
服务精神的最好注脚。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冬奥有你更精彩
——记北京冬奥会青年志愿者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 马锴 赵建通）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女子和男子决赛先后于8日和9日在首钢滑雪大跳
台场地举行，中国选手谷爱凌和挪威选手伯克·鲁德分别获得冠军。

除了充满戏剧性的比赛过程、运动员挑战极限的表现，首钢大
跳台的场地也成为诸多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海外“出圈”，首钢
大跳台凭的是什么？

不吐烟圈的大烟囱
“背后那些‘疯狂的’烟囱很酷。”美国自由式滑雪男子选手

亚历山大·霍尔表示。他在决赛第三轮中尝试该项目目前已知
最高难度——转体 2160，没能成功无缘奖牌。

作为运动员腾空时的独特背景，首钢工业园区已停用的烟囱和
冷却塔在赛事转播的画面中十分醒目。美联社在报道中称，一家关
闭的钢铁厂把冬奥会运动员送上天空。

不吐烟圈的工业烟囱，在全世界所有的大跳台场地中都难以找
到的背景，凝结着北京冬奥组委践行可持续发展和节俭办奥理念，
闪耀着中国智慧的光芒。

2008 年，借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契机，首钢老工业园区迎来搬迁
和改造。如今，曾用于储存炼铁原料的筒仓，变成北京冬奥组委会
办公区；精煤车间变为中国国家队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冷却塔旁建
起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看到这个梦幻般、标志性的新场馆，看到出色的运营状况，真
的超出我的想象。”7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到首钢滑雪大跳台观
赛后说，他曾表示这里是让人惊艳的城市规划和更新范例。

世界首个永久性大跳台场地
“我踩在上面的时候，没有那种在‘金属框架’上滑雪的感觉，更

像是在滑雪公园里。”24 岁的加拿大运动员埃文·麦克埃克伦说，
“这个场地落地区非常宽，所有一切都很完美，我感觉非常安全。”

和其他临时搭建的场地不同，首钢滑雪大跳台主体为钢构架，
是全世界首个永久性的大跳台比赛场地。值得一提的是，建设这里
所用的 4100 吨钢铁全部来自首钢自产钢材。

钢 筋 铁 骨 的 首 钢 滑 雪 大 跳 台 有 一 个 充 满 中 国 古 典 美 的 名
字——“雪飞天”。这是因为其设计灵感源自古代敦煌壁画中的“飞
天”，丝带在空中飞舞的形态与大跳台赛道曲线十分契合。

此外，这里还是北京冬奥会唯一在中心城区的雪上项目场地。
谷爱凌曾在采访中表示，从这里的赛道起跳后，能看到不远处的家。

高科技助力选手腾飞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后，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也将在这里进

行。两个项目虽然看上去差别不大，但实际上，运动员所需要的赛
道曲面完全不同。首钢滑雪大跳台场地的可变坡面技术能实现赛
道转换，满足两种不同需求。

赛道可剖面指的就是首钢滑雪大跳台的斜台区，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选手起跳区。这个长约 36 米、宽约 13 米、最大高差约 3.5 米的
区域，用约 1100 个模块搭“积木”，使赛道曲面发生变化，实现不同
比赛赛道的快速切换。

“与2019年时相比，场地更加平顺细腻了，起跳台非常棒，雪的质量
也好了很多。”挪威男选手鲁德说。2019年他曾在这块场地上夺得“沸雪”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冠军，而9日他又在这里拿到北京冬奥会金牌。

“我和所有的运动员都特别喜欢这个跳台，我们觉得搭得特别
好！”谷爱凌说。在 8 日的女子决赛最后一跳时，她在这里成功完成
了目前女子难度最高的转体 1620，而这个动作她此前从未在其他
比赛中尝试过。

你不知道的冬奥事

：首钢滑雪大跳台凭什么在海外

﹃
出
圈
﹄

2 月 10 日，奥地利选手约翰内斯·施特罗尔茨在颁奖仪式上展示金牌。当日，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全能比赛在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奥地利选
手约翰内斯·施特罗尔茨获得本项目金牌。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 摄

高山滑雪——奥地利选手获得男子全能比赛冠军

2 月 10 日，美国选手克洛伊·金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单板滑雪女
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美国选手克洛伊·金夺得此项
目金牌。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美国选手夺冠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北京冬奥
会官方信息系统消息，国际检查机构

（ITA）9 日发布报告称，伊朗男子高山
滑雪运动员侯赛因·萨韦·谢姆沙基兴
奋剂检测结果异常。

这是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公布的
首例兴奋剂检测结果异常案例。

该样本是 2 月 7 日在北京的一次兴
奋剂检测中收集的，9日由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WADA）认可的实验室报告结果。

报告称，目前该运动员已被告知检
测结果，并已被暂时禁止参赛。按规
定，他可以提出申诉，并申请 B 瓶样本
检测。

伊朗高山滑雪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结果异常

2 月 10 日，亚军中国队选手贾宗洋、徐梦桃和齐广璞
（从左至右）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当日，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在张家口赛区举
行。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

中国队获得亚军

2 月10日，中国队选手董子齐（右）、王芮在比赛中。当日，在北
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
赛中，中国队以6比7不敌丹麦队。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冰壶——女子循环赛：
中国队不敌丹麦队

2 月 10 日，中国队球员在比赛前。当日，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男子冰球小组
赛中，中国队对阵美国队。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冰球——男子小组赛：中国队对阵美国队
2 月 10 日，中国队选手许静韬在比赛中。当日，在北京国

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男子冰壶循环
赛比赛中，中国队以 4 比 7 不敌俄罗斯奥委会队。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冰壶——男子循环赛：
中国队不敌俄罗斯奥委会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