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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省冬奥志愿者来源学校之一，张家
口职教中心共有439名师生参加了冬奥服务队
伍，其中安检志愿者114人，赛会志愿者18人，
国内技术官员（NTO）3人，冬奥组委P2管理工
作人员4人，城市志愿者300人。随着冬奥脚步
越来越近，他们有的已在场馆投入服务，有的正
立足服务岗位积极准备。

1月1日，张家口职教中心的体育教师张蔓
有序工作着。她于2021年7月被抽调到张家口
赛区云顶场馆群任新闻媒体工作间主管，负责
辅助各家媒体开展转播、摄像及文字采访工作。

“冬奥会的新闻报道及转播工作非常专业，
我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刚开始‘压力山大’。”
张蔓说，为此她“恶补”英语和新闻业务知识，早
起晚睡，熟记相关专业术语，掌握了新闻报道及
转播流程等情况。

在2021年“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期间，张
蔓被安排到转播领域，协助央视开展转播工
作。不管是电力、通讯等硬件保障协调，还是核
酸检测、就餐饮水等，她都积极主动提供服务。
有时记者们忙得顾不上去吃饭，她就把餐食一
一送到每个点位。她表示，能够以志愿者的身
份为冬奥盛会服务，感觉很骄傲。要全力做好
每一天的工作，力求赛时尽善尽美。

作为国内技术官员之一，该校另一名体育
教师高鸽，在前不久参加了 2021/2022 国际雪
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的执
裁工作，负责终点手计时。

从场地搭建到器材测试，再到赛前演练，这
次测试赛前，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高
鸽和同事们每天五时就起床，在室外一待就是
多半天，一直要忙到下午四五时，几乎都被“冻
透”了。有一天，正在工作的高鸽突然接到岳父
去世的消息，但因为闭环管理，他无法赶回送老
人一程。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到2014 年APEC 峰会，张家
口职教中心安检志愿服务久
经考验。北京冬奥会期间，
来自该校的 114 名安检志愿
者将接过接力棒，完成好消
毒测温、人身安全检查及安检
值机等工作。

“从手检、车检、箱包检查，
到X光机图像识别、卫生消杀，
自去年以来，每天下午放学后
都有各领域经验丰富的老师手
把手教学，每个细节都练习了无
数遍。”该校 2020 航空大专四班
学生张颖自豪地表示，现在同学
们 基 本 上 都 能 10 秒 完 成 单 人
手检。

测试赛期间，面临严寒大风天气，
为了尽可能缩短受检人员的户外停留
时间，同时保证手检与车检的准确性，
参加安检工作的同学们放弃配发的棉
质手套，改戴很薄的乳胶手套，不惧严
寒，凭着过硬的基本功做到了安检零失
误。目前，该校安检志愿服务团队已返
回学校，对测试赛服务进行总结，进行针
对性培训。

“服务冬奥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
任。我校志愿者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
满的热情，为北京冬奥会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展示良好形象，为祖国、为家乡增光添
彩。”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激励助理、张家口
职教中心团委书记武震宇表示，接下来，学
校将继续抓紧对志愿者进行英语、礼仪等多
个专项培训，做好激励保障工作，确保他们
以最优状态迎接冬奥会的到来。

我省将服务于张家口赛区的医疗保障人
员，目前都在按照计划抓紧最后时间提升自身
实力，准备迎接冬奥会“大考”。

“又完成了一次‘模拟考’，收获了更多经
验。”2021 年 12 月 31 日，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结束，古杨树
场馆群医疗经理兼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医疗经理
张新计告诉记者，场馆医疗保障团队圆满完成
任务。

2020年10月到古杨树场馆群负责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医疗保障工作以来，张新计长期驻
守在场馆，不顾高血压和腰间盘突出等病痛，争
分夺秒地开展场馆医疗保障各项工作。一年多
来，他除了自己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冬奥医疗
保障培训，还按照有关要求组建起了场馆医疗
团队，带领团队共同学习进步；主动与北京赛区
和延庆赛区的场馆医疗经理探讨交流，反复与
公共卫生团队沟通、掌握疫情防控要求，积极协
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张新计说，接下来，他将带领场馆医疗团队
继续开展医疗救援理论培训、桌面推演和实战
演练，对医疗服务水平再优化、再提升，充分做
好各项准备。

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医疗官、河
北大学附属医院基本外科主任
靳小石，则正在进行进驻
场馆的最后准备。冬奥会
开幕前，他将继续抓紧最
后时间全方位提升自己。

2018 年参加张家口
赛区医疗保障筹备工作以
来，除到北京、石家庄等地
进行各种培训，靳小石每
年还多次赴崇礼，了解场
馆建设情况，并负责组建
了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医
诊疗室。

靳小石年近 80 岁的
双亲身体不好，平日生活
用品均由靳小石夫妻送到
家。从 2021 年 11 月到崇
礼，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
隔离结束，靳小石将连续几个月
无法回家。“照顾父母只能辛苦妻子一
个人了，冬奥会后我‘承包’半年。”他有些歉
疚地说。

2021年12月30日22时30分，沧州职业技
术学院的王梦雅和辛惠琳结束了在崇礼雪麓居
餐厅的工作，准备坐车返回城区的宿舍。他们
的队友将承担直至次日8时的夜班任务。

这是沧州市签约酒店帮扶团队入驻太舞住
宿群的第13天。入驻以来，该团队的队员们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上早班的队员每天早上5时
就要起床收拾，上中班的队员回到住处已是晚
上11时多。

为确保在冬奥会期间提供优质高效的住宿
服务保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协调张家口以
外的10个设区市派出1000余位运营管理服务
保障人员，入驻张家口赛区22个签约饭店和国
宾山庄。沧州市经过筹备选拔、多轮培训，甄选
出142人组成帮扶团队，入驻太舞住宿群，重点
帮助解决前厅、客房、餐饮等三类服务人员的用
工缺口。

“我们这支团队由沧州师范学院、沧州职业
技术学院、黄骅中捷职业技术学校和吴桥团队
组成。千里驰援，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冬

奥增光添彩。”沧州职业技术学院领队吕桂兰教
授说。

团队里有的队员被分配到正在运营中的酒
店，很快进入熟悉岗位内容阶段；有的酒店新开
不久，又需要重点担负外宾接待任务，队员们到
达后首先要进行清洁除尘，用铲子和抹布一点
点清理地板缝隙处的胶点灰尘以及玻璃窗下的
卡槽、床和沙发遮挡的踢脚线……

“我们愿意用满身灰尘、一双糙手，换得酒
店的面貌一新。”吴桥团队的张润丰是客房人员
之一，工作期间被分配去清扫管道井，出来后满
身灰尘，都认不出来了。

大家的工作劲头儿得到各个酒店的充分认
可，扎实的专业技能也在工作中显露，来自沧州
师范学院的部分帮扶队员已开始参与到重要的
服务接待中。

赛前来华人员将陆续抵达，沧州市帮扶团
队将很快和当地员工一起进入服务冬奥这场

“大考”的前奏。“我们既代表河北形象，又代表
沧州形象，一定不辱使命，完成好帮扶任务。”

近 日 ，
在 石 家 庄 市

第三届冰雪运动
会开幕式上，该市

第二十八中学教师康
冀荣和 70 岁的母亲丁

建卫、14岁的女儿申子航，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进行了滑

冰表演，让许多人啧啧称奇。
丁建卫在呼和浩特长大，

从5岁就爱上了滑冰。可那时没
有专业的场地，她只能在大冬天到

结了厚厚的冰的湖面上过过瘾；滑
冰鞋更是奢侈品，她靠着四处借鞋滑
了十多年。由于条件所限，她没能在
滑冰之路上走多远。

1980年出生的康冀荣在石家庄长
大，在母亲的熏陶下也爱上了滑冰。那
时候生活条件好多了，滑冰鞋比较容易
买到，可练习场地依然是个问题。1996
年，石家庄第一家室内滑冰场建成运营

后，康冀荣很是兴奋了一阵子。
可不久，由于客源太少，该冰场

就关门停业了。后来，听说北京有了商业滑冰
俱乐部后，她经常周末坐火车到北京练习。

在姥姥和妈妈的影响下，申子航6岁开始
学花样滑冰，越来越喜欢。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成功
后，冰雪运动在各地蓬勃发展，石家庄陆续涌现
了20多个室内冰场，申子航一年四季啥时候想
滑都能滑，还有不少志趣相投的同学、朋友可以
交流。

几年前，她也开始了妈妈当年一样的“双
城”生活——为了提高技术，她拜师曾获得四大
洲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冠军的李成江，每周六
早上坐高铁去北京训练，周日晚上再返回。

训练条件更好加上个人的刻苦努力，使申
子航“青出于蓝”——作为石家庄市第二十八
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2021 年，她获得了省第
三届冰雪运动会花样滑冰少年女子组的亚军。

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了，这一家人都想着
到时候能去现场看看比赛，为运动员加油。“赶
上了好时候”的申子航还有个“大梦想”——希
望将来可以进入国家队，并站在冬奥会赛场上
为国争光。

做好压雪车等塑形机器的
油料对接工作，参与演练方案
的制定……2021 年 12 月 30 日
早上一上班，北京首钢大跳台

场馆运行团队造雪负责人刘麒
就开始忙碌起来。

今年 23 岁的刘麒是三河市人，2020 年
毕业于河北体育学院冰雪运动系，2021 年 10
月被选入北京首钢大跳台场馆运行团队。“我
从大一开始就学习滑雪，并曾在云顶滑雪场
实习，接触到了压雪、造雪、雪场安全防护
等，积累了些经验。能进入北京赛区的场馆
运行团队参与冬奥筹办工作，特别开心。”
他说。

北京携手张家口举办2022年冬奥会，像
刘麒一样进入到北京冬奥组委或是北京、延
庆赛区工作的河北人还有不少。“其实无论
在哪里工作都是为冬奥作贡献，不过我们
内心确实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要用出

色的工作为河北争光。”刘麒表示。
被称为“雪飞天”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位于北

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内，整个造雪期赛道造
雪总量为11500立方米，赛道位置不同雪的厚
度也不一样，造雪还要根据每天的气温、湿度、
风力风向变化等进行安排。由于北京城区白天
气温高、降温晚、寒潮短等特点，只有夜间至凌
晨才能达到造雪要求。

刘麒和团队成员已习惯了“夜猫子”一样的
工作。他们要通过对气温、湿度等情况的实时
监测，选择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启动造雪机，尽可
能避免水资源浪费。设备启动后，每隔一小时
还要实地查看造雪情况，以便最大效率、最高质
量造雪。

“现在造雪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
我们要为赛道安装安全防护设施，比如防护
网、防撞垫等。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
能 在 比 赛 中 绽 放 自 己 的 精 彩。”刘 麒 满 怀
期待。

2021年12月28日，秦皇岛市海港区白
塔岭街道秦皇半岛第二社区邀请东北石油
大学附属小学学生走进该社区，开展“趣味
冰雪 助力冬奥”活动。

在社区大学生志愿者的带领下，学生们在
冬奥主题文化展区前学习冬奥知识，并体验了
旱地冰壶、桌上冰壶等趣味项目，对冬奥会有了
更多了解。

秦皇半岛第二社区是我省6个冬奥社区之
一。社区党委书记王艳介绍，为营造冬奥氛围，

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社区从普及
冬奥冰雪文化、开展冰雪运动、培养冬

奥宣传志愿者队伍等方面着手，
将冬奥知识带进社区，带到

群众身边。
“社区的显眼处

设置了冬奥主题文化
展区，居民可以自主
学习冬奥知识。我们

还通过社区微信群宣传冬奥和冰雪运动知识，
通过线上线下竞答竞赛等调动居民学习积极
性，并开展冬奥大讲堂活动，邀请专业老师现场
为居民答疑解惑，社区居民参与很踊跃。”王
艳说。

为了让社区居民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社
区定期开展冰雪运动主题活动，像“乐享冰雪
运动”活动，将“冰雪大篷车”开进社区，方便
群众体验。根据不同人群需求，社区还举办了

“冬奥歌曲大家唱”等活动，让居民在活动中
增进对冬奥的了解，社区喜迎冬奥氛围越来
越浓。

“为助力冬奥，我们还建设了一支社区志愿
者队伍，定期在社区开展冬奥知识宣讲、冰雪运
动指导、社区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虽然
不能作为赛会志愿者到赛场上进行志愿服务，
但大家决心做冬奥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立
足本职，为北京冬奥会如期顺利举办贡献力
量。”王艳表示。

用非遗艺术喜迎
北京冬奥会——从
2021年11月开始，邯

郸市面塑非遗传承人李
春芳就别出心裁，创作了数十

件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等面塑手工艺作品。

“身边的冬奥氛围越来越浓，我就产
生了创作冬奥题材作品的念头。”李春芳说，
她选择了冰球、冰壶、短道速滑等人们比较

熟悉又有表现力的冬奥项目，以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为 模 特 ，创 作 了 数 十 件 面 塑 手 工 艺 作
品。此外，她还在邯郸 4 所小学手把手教孩
子们用黏土制作冬奥会吉祥物手工艺品，并
给孩子们讲解冬奥知识，让孩子们了解冬
奥、热爱祖国。

“北京冬奥会恰逢中国传统新春佳节，愿所
有运动员都能在中国感受到不一样的冬奥会！”
李春芳说。

张家口职教中心冬奥服务团队

冬奥有我，责任在肩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张家口赛区医疗保障人员

持续提升，迎接“大考”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沧州市签约酒店帮扶团队

千里驰援，只为增光添彩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一家三代人的滑冰缘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在北京首钢大跳台工作的刘麒

为“雪飞天”造雪忙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秦皇岛市秦皇半岛第二社区

喜迎冬奥氛围浓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邯郸市面塑非遗传承人李春芳

用冬奥题材面塑迎冬奥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石家庄市第二
十八中学教师康冀荣
（中）和 70 岁的母亲丁
建卫、14岁的女儿申子
航一起牵手滑行。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张 家 口 职
教中心的志愿者们在
实训基地认真训练。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邯郸市
面塑非遗传承人李
春芳在创作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等面塑手
工艺作品。李春芳供图

▲沧州市
签约酒店帮扶团队
的工作人员（右）在张家口
市崇礼区太舞滑雪场的酒
店餐厅内工作。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