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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王峻峰）
2 月 5 日，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全面开
赛，4个竞赛场馆进行了 6个项目的比赛，
其中，有4个项目决出了金牌。

当日下午举行的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
（7.5 公里传统技术+7.5 公里自由技术）比
赛，产生了本届冬奥会首枚金牌，挪威老将
特蕾丝·约海于格以44分13秒的明显优势
夺得冠军。越野滑雪在我国起步较晚、基
础弱，与北欧冰雪强国存在不小的差距。
但在此次比赛中，中国队依旧取得了突破，
不仅实现了 4 人满额参赛，成绩与以往相
比也有所提高。而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火炬
手之一的迪妮格尔·衣拉木江也在该项目
上完成了自己的冬奥会首秀。

越野滑雪项目在我国还处于后发追赶
阶段，但从此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可以看
到，我国越野滑雪项目的新生代力量正在

崛起，以老带新、新老搭配
的合理格局，也为我国越野
滑雪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首金产生后，随即在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的
冬季两项混合接力 4×6公
里（女子+男子）比赛，金牌
的产生充满了悬念和紧张
感。比赛中，平昌冬奥会
冠军法国队和亚军挪威队
展开激烈争夺，最终挪威

队在最后 300 米冲刺
完成逆转，以 1 小

时 06 分 45 秒收

获冠军，法国队以 0.9秒之差屈居亚军，俄
罗斯奥委会队获得季军。而中国队也在
该项目上首次亮相冬奥会。

晚上在云顶滑雪公园进行的自由式滑
雪男子雪上技巧决赛，瑞典选手瓦尔贝里
击败加拿大名将、卫冕冠军金斯伯里，拿下
金牌。金斯伯里获得银牌，日本选手堀岛
行真拿到铜牌。

金斯伯里在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
上具备超强实力，参加过两届冬奥会。
2014年在索契获得银牌，四年前在平昌获
得金牌。决赛中，瓦尔贝里压轴出场，以
23.70 秒过线得到了 83.23 分的高分，力压
金斯伯里摘得金牌。决赛开始前进行的第
二轮资格赛中，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选
手赵洋获得64.95分，未能闯入前10名，无
缘决赛，但他依旧创造了中国男子雪上技
巧项目的历史。

“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获得奥运
金牌就是我的目标。我为此付出了很多努
力，所以这简直太棒了！”夺得金牌后，瓦尔
贝里激动地说。

在云顶滑雪公园“雪长城”举行的单板
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30名选
手进行两轮角逐，争夺决赛席位。还有半
年才满20岁的荣格，是该项目中唯一的中
国选手，也是首位参加冬奥会单板滑雪坡
面障碍技巧比赛的中国选手。她在两轮比
赛中均出现了失误，未能晋级决赛。

之后，荣格还将参加单板滑雪女子大跳
台项目的比赛。“很遗憾，但是我会更加努力
地准备大跳台比赛。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冬

奥会，特别骄傲，我很珍惜和这么多优秀的
运动员比赛的机会。”她说。

张家口赛区标志性场馆——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雪如意”）今天也正式在北京冬
奥会亮相。这里率先举行了跳台滑雪男子
个人标准台资格赛，共有 53 名选手参加，
前50名可以晋级决赛，挪威选手林德维克
以第一名进入决赛。“零零后”小将宋祺武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该项目的唯一参赛选
手排名第十位出场，这也是中国男子选手
时隔 16 年再次出现在该项目冬奥赛场。
但由于起跳技术问题，宋祺武最终排名第
53 位，无缘决赛。尽管如此，宋祺武从田
径运动员经跨界跨项选材练习跳台滑雪，
只经过两年训练就能参加冬奥会，本身就
已创造了历史。接下来，他还将代表中国
队参加跳台滑雪男子个人大跳台、混合团
体标准台的比赛。

在“雪如意”的首金争夺中，斯洛文尼
亚队成为最大赢家。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
准台决赛，该队的乌尔萨·博加塔伊夺得金
牌，妮卡·克里兹纳尔获得铜牌。乌尔萨·
博加塔伊更是以接近 27 岁的年纪成为冬
奥会女子跳台滑雪项目中年龄最大的金牌
得主。

跳台滑雪项目在中国起步较晚，本次
在女子项目上共拿到两个参赛席位。其
中，董冰曾在“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2021/
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女子个人标
准台比赛中获得亚军，但在本次比赛中她
在第1轮只名列第31位，以一名之差无缘决
赛轮。另一位中国选手、也是我国体育代
表团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之一——彭清
玥，排在第38位，同样无缘决赛轮。

记者了解到，张家口赛区4个竞赛场馆
首日赛事运行稳定有序，均顺利完赛。

2月5日，随着北京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前
两轮比赛的结束，完成首秀的范铎耀成为首位
登上冬奥会赛场这一项目的中国运动员。

和雪橇项目相似，之后开赛的高山滑雪11
个比赛项目中，6 个项目是中国运动员首次亮
相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中国运动员也是首次
跻身冬奥会……

2015年 7月 31日，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
奥会成功的时候，中国尚有三分之一的冬奥会
项目未开展，更遑论运动员能够经过训练、比赛
走向奥运赛场。而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
表团实现了7个大项、15个分项全项目参赛，其
中31个小项是首次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运动项目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找到突破口至为关键，
夏季项目如此，冬季项目同样如此。以雪橇项
目为例，在缺乏人才基础、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
训练比赛场地等困难面前，弯道超车，打破常规
无疑是条捷径——没有队员，通过跨界跨项选
拔人才；没有场地，在国外合标场地训练比赛，
而后来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建成更是让中国雪
橇项目发展如虎添翼。

打破常规，也要尊重科学。中国雪橇项目
训练竞技水平的提高，能够实现登上冬奥会赛
场的成功跨越，科学系统的训练自然功不可
没。这其中，既有运动员顽强拼搏精神的发扬，
也有现代科技手段的助力，即所谓苦练加巧练。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格
言昭示着突破永无止境。与那些大赛经验丰富
的冬季运动强国运动员相比，首次站上冬奥会
赛场的中国健儿已是胜利。超越自我，取得更好成绩，将是他们的下
一个目标。而宝贵的冬奥会参赛经历，必将为他们的成长进步加持。

突破岂止在赛场？跻身奥运赛场的突破固然令人欣喜，但也要
看到，一个运动项目要真正取得良性发展、长久保持优势，还需要不
断浓厚运动氛围、夯实人才基础、完善竞赛体系，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北京冬奥会已经成功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相
信随着冰雪运动推广普及工作的日益深入及冬奥效应的进一步释
放，我国冬季项目将取得更多可喜的新突破。

赛事首金，保障首金！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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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长城”劲吹“中国风”
河北日报记者 王峻峰

2 月 5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越野
滑 雪 女 子 双 追 逐

（7.5公里传统技术+
7.5 公里自由技术）
比 赛 举 行 颁 奖 仪
式。冠军挪威选手
特 蕾 丝·约 海 于 格

（中）、亚军俄罗斯奥
委会选手纳塔利娅·
涅普里亚耶娃（左）
和季军奥地利选手
特雷莎·施塔德勒贝
尔在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张家口赛区全面开赛

阳光照射下，“雪长城”晶莹
剔透，蔚为壮观。

2 月 5 日，张家口赛区云顶
滑雪公园坡面障碍技巧赛道，参
加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
资格赛的运动员，自“雪长城”向
下飞速滑行、跳跃翻腾，让人赏
心悦目。

坡面障碍技巧是冬奥会观
赏性最强的项目之一，云顶滑雪
公园内的坡面障碍技巧赛道上
的“雪长城”，则为这个项目带来
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坡面障碍技巧赛道位于云
顶滑雪公园海拔2042米的最高
处，长 640 米、宽 30 米至 40 米、
坡度 13 度至 18 度。今年 1 月，
国际知名塑形大师迪克·舒尔曼
领衔的德国塑形团队来到这里，
开始了赛道塑形工作。他们选
择了独一无二的长城元素，并以
古风建筑点缀其间，打造出一条

“雪长城”赛道，凸显出浓浓的
“中国风”。

“‘雪长城’不仅能起到美
观的装饰作用，还有防风的实
用功能。我们选择‘雪长城’的
造型，是因为在我和其他德国
人的印象中，万里长城是中国
的符号之一。”迪克·舒尔曼说，
为了更好地雕刻好“雪长城”的
细节，他们团队专门去了长城
游览。“我很高兴‘雪长城’的图

纸变成了现实！”
迪克·舒尔曼有超过 22 年

的工作经验，参加过平昌冬奥会
的赛道塑形工作。“回顾我们团
队的作品，平昌冬奥会的赛道是
非常特殊的，但这一次在云顶滑
雪公园塑形的赛道，肯定是迄今
为止我们最棒的作品，我认为这
条赛道只有在北京冬奥会的赛
场上才能看到。”

精心打造的“雪长城”赛道，
为运动员们增添了滑行乐趣与
挑战性，参赛运动员纷纷点赞。

“我从未在别处见过这样的赛
道，跳台设计让人耳目一新，很
有挑战性，真是太喜欢这条赛道
了！”美国滑雪运动员朱莉娅·马
里诺说。“场地非常漂亮，是一件
令人惊叹的长城雪景艺术品，而
且在上面滑起来也非常棒。”澳
大利亚滑雪运动员特丝·科迪不
吝赞美之词。

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
巧资格赛结束后，选手们也谈了
对“雪长城”的印象。芬兰选手
恩妮·鲁卡耶尔维说：“赛道很有
挑战性，但是滑起来超级有趣，
在这样的环境里比赛非常棒。”

“很高兴我获得了决赛资格，场
地很完美，希望我们能以一种有
趣的方式展示单板滑雪。”奥地
利选手安娜·加塞尔对接下来的
比赛非常期待。

冰雪观察

赛场直击

22月月55日日，，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年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女子坡面障碍技巧
资格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资格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吴 壮摄壮摄

2 月 5 日，北京冬奥会首枚金牌，在张
家口赛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产生。

当夺得冠军的挪威名将特蕾丝·约海
于格接过鲜花的那一刻，在现场的场馆工
作人员对她报以热烈掌声。

这掌声，也是工作人员对自己的肯定：
他们拿下了北京冬奥会赛事保障“首金”！

先进的技术支撑

将时钟拨回到赛前三小时。
彼时，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领域无

线电保障团队的陈亮和同事已经坐上移动
监测车，开始进行日常的巡查工作。

“比赛一开始，运动员身上的传感器、
计时记分设备、OBS 转播、头戴等通信系
统能否在不受干扰的情况正常运行，都是
无线电专业的重要工作内容。”无线电应急
监测检测工程师蔡伟说，整个赛事期间，团
队 8 名工作人员全员上岗，监测工作不间
断进行。

一场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方方面
面的技术保障和支持。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技术领域副经理王荣波介绍，技术领域由
十多个专业组成，负责场馆内技术设备与
服务的部署交付、运行保障及技术支持，要
为场馆运行提供成绩、信息、通信、音视频、
无线电管理及网络安全保障等关键技术服
务。“这些技术具体化到场馆里的实物，就
是大屏幕上展示出的成绩，Beijing2022 共
享互利网，评论员使用的终端、混采区的电
视、工作人员使用的笔记本打印机、媒体运
行中心里你看到的电视机以及正在观看的
实时直播画面，自动触发用于成绩分发的
PRD打印设备以及在你们的工位上，专为
奥运会设计的、被称为‘信息岛’的集成插
座等等。”

比赛现场寒冷，手指不能屈伸。赛事
期间，很多文字记者守在 VMC 中观看赛
事，这里的大屏幕可以进行比赛现场直
播。“赛前，我们的有线电视保障团队就对
室外设备、线路和机房进行巡检，尤其是对
OBS转播区、媒体运行综合区和混采区进
行重点巡检，确保设备正常运转。”王荣波
介绍，场馆里的电视机分为多频道信号和
本场馆信号，多频道信号为北京主媒体中
心处理后送出的信号，有一定的延迟。本
场馆的信源画面是场馆的实时画面，是由
有线电视专业自己搭建的网络首次实现数
字化传输，超低延时。

不止于此。5G 护航保障赛时体育使
用的越野滑雪辅助裁判系统高效运转，帮
助裁判员实现了快速、精准执裁。

“能看到那些庆典仪式领域工作人员
佩戴的‘无线腰包’么？体育展示控制室内
工作人员的头戴，仲裁委员会成员使用的
内通设备，它的背后是 DIVA 系统的支
撑。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DIVA系统在冬
奥会上的首次应用。”王荣波介绍，以往赛

场上，相关利益方的通讯需求、视频、音频
传输等需求，都需要单独架设线路，单独控
制，分别提供信号。而当天在国家越野滑
雪中心这些需求都不需要再进行这种操作
了。“DIVA就像一辆搭载着各种信号的列
车，绕着场馆高速运转，为我们的一些领域
实时提供所需的信号，同时减少了各种线
路的布设，更有利于场馆的绿色环保。”

寒风中的坚守

首金产生时，看台上，观众们挥舞着印
有冰墩墩的旗子，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此时，距离开赛已经过去一小时。而
从赛前两小时，赛事服务领域的志愿者就
已经在冰玉环、看台的点位上就位，开始检
录工作。

闭环外人员的主要通行通道位于冰玉
环上方，这里也是古杨树场馆群风力最大
的位置之一，被志愿者们戏称为“赛区里的
寒区”。在预估了当天的低温后，赛事服务
经理提前将大家的换班时间调整到15分钟
一更换，但严寒下，口罩里挥发的水蒸气还
是将女性志愿者们的刘海儿冻出了霜挂。

“冷是其次，如何让580名观众有序入
场、顺利退场，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提前进行了三天的测试演练，按照比
赛实际走了一遍流程。根据场馆的特点，
今天他们在原来的8个又设置了一个通道
引导的岗位，在入场退场过程中发挥了很
大作用，没有出现拥堵等情况。”国家越野
滑雪中心赛事服务经理赵东磊说。

而在毫无遮挡的赛道附近，体育领域
志愿者的坚守同样不轻松。在场馆技术楼
西侧的体育领域志愿者10号点位，15时30

分，来自河北工业大学的志愿者田路晗结
束自己一个小时的值班任务后，并没有回
去休息，而是继续留在岗位上，静待赛事开
始。“我们的职责就是引导运动员沿着正确
的通道退场，比如在今天的金牌决出后，引
导运动员进入混采区就是我们的工作。”田
路晗说，她还没有见过混采区的媒体大战，
想先感受一下。

赛事进行过半时，来自河北地质大学
的志愿者韩双庆准备出发到 4 号点位上
岗，作为 FOP 通行控制志愿者，他要对进
场的运动员、竞赛主管等人员的背心、标牌
进行核验。“这孩子的脸已经有点冻伤了。”

“是我皮肤太敏感。”出门前，志愿者领域的
老师心疼地拉着他，看他露在口罩外冻得
红彤彤的脸，关心地说：“没人通过的时候，
不要一直面朝风口！”

“冷的不是我一个，但是大家都不说。”
韩双庆看上去毫不介意，他穿戴起自己的
装备，展示起他想出来的防冻、防眼镜起雾
小妙招。“我们现在的工作好做多了，有了
前面几天的经验，今天是哪个国家运动员
通过，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服务细节的打磨

16时47分，随着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
项目金牌产生，赛场内，一场简单的颁花仪
式就要举行。一声示意下，清废领域工作
人员周文航、吕文宇和其他6位同事，已经
迅速搬起板子冲向赛场的指定位置，开始
拼接颁花仪式需要的站台。

这8个人，个顶个都是壮小伙儿，但搬
完仪式所要用的 7 块板子，也得费点事
儿。每块板子重达二三十公斤，需要在 3

分半时间里“冲刺”搬运近 200 米，他们搬
了两趟才顺利完成。看到获得奖牌的运动
员们站在台上，他们心里也很激动。

“从本职工作来讲，清废领域的工作范
围包括场馆清洁、垃圾收集转运、扫雪除冰
三个方面。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是古杨树场
馆群三个竞赛场馆里面积最大的，清废压
力可想而知。平均每天，我们要收集处理千
余斤的垃圾。”清废领域经理白国瑛介绍。

清废领域清理的是场馆的“门面”，不
能在细节问题上打折扣。像本次比赛开赛
前的上午，清废领域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把
观众的看台擦拭得干干净净，不放过每一
个座位。此前，为了帮助OBS转播商寻找
埋在雪里的线缆，他们生生把雪挖了一米
多深。OBS 餐厅的主管迈克觉得清废领
域的员工工作认真勤劳，深受感动，特意赠
送给他们一枚徽章。

赛时，当摄影记者走到赛场周边的点
位拍摄时，有人很惊讶地发现，有“雪楼梯”
来便利他们通行。“因为造雪，赛场的赛道
和周围的道路形成了一米多的高差。此前
有医疗领域的工作人员找到我们，担心赛
时运送病人会通行不便，我们就因此凿出
了‘雪楼梯’。后来看到摄影记者、防疫领
域的工作人员背着大包小包，行走不便，我
们就如法炮制，以便利他们在赛场的行
动。”白国瑛说。

“首金的保障结束了，但我们清废的工
作还得继续，甚至作业的时间会更长。如
果遇到雪情，我们也会及时到岗清雪，为运
动员及场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个清洁舒适
的场馆环境。”白国瑛说，清废领域的工作
人员热情很高，他们决心为做好冬奥会的
后勤保障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图：2月5日，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
下图：2月5日，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决赛在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公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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