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口颁奖广场5场颁奖仪式顺利举行

点燃激情 共享荣光
河北日报记者 王峻峰 赵瑞雪

张家口颁奖广场礼仪志愿者“姊妹花”

完美服务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王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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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风采

全景看台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每届奥运会最大的精彩，是奥运
健儿在赛场上的奋力拼搏，但场
外的精彩同样值得关注。”2 月 6
日，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
书长韩子荣在国际奥委会及北京
冬奥组委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将北京冬奥会场外的精彩概
括为三个“味儿”。

北京冬奥会绿色味儿很浓。
北京赛区的冬奥场馆中，有 11 个
是 2008 年奥运会的遗产。此外，
北京冬奥会通过低碳场馆、低碳
能源、低碳交通等多项措施实现
碳 中 和 ，赛 时 全 部 场 馆 实 现 了
100%使用绿色电力。北京冬奥会
的赛会保障车辆中，清洁能源车
辆占比达到80%。

北京冬奥会科技味儿很浓。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利用二氧化
碳制冰技术打造出了“最快的冰”；

在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设置了
天气预报雷达设备和赛道气象站，
形成了气象监测网络，努力实现

“分钟级”“百米级”的精准赛事气
象预报；北京冬奥会上，奥林匹克
转播服务公司采用的 5G 视频转
播，也是奥林匹克历史上首次实现
基于5G技术的赛事转播。

北京冬奥会文化味儿很浓。
北京冬奥会很多场馆的设计体现
了中国文化特色，“冰丝带”“雪飞
天”“雪如意”等冬奥场馆，无不包
含着中国元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会徽，体现了中国书法与体育
运动的完美结合；吉祥物“冰墩墩”
形象来自于国宝大熊猫，“雪容融”
的设计灵感则源于象征着团结喜
庆的中国灯笼。

“北京冬奥会可谓精彩无处不
在，这些精彩非常值得关注。”韩子
荣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2 月 6 日，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
人赵卫东在国际奥委会及北京冬
奥组委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北京冬奥组委高度重视北京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紧俏现象，正
协调相关方面加大对“冰墩墩”的
市场供应。

北京冬奥会开幕后，吉祥物
“冰墩墩”迅速走红，被誉为“史上
最可爱”吉祥物。国际奥委会奥运
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夫·杜比也
表示，“冰墩墩”是一个非常活泼、
好玩、有趣、机智的吉祥物，充满了
正能量，他非常喜欢。而随着快速走
红，“冰墩墩”的销量也呈现火爆态

势，甚至出现了“一墩难求”的局面。
“这两天经常有朋友问我，从

哪能买到‘冰墩墩’。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北京冬奥会的热度，也折
射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成功。”赵卫东解释说，此前因为
春节假期的原因，一些工厂的工人
回家休假，因此“冰墩墩”在这种瞬
间爆发的热度面前出现了购买难
的问题。

赵卫东说，目前，北京冬奥组
委正在协调相关方面，加大对“冰
墩墩”的供应。他同时表示：“其实
大家除了关注‘冰墩墩’之外，也可
以关注一下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同样很好。”

这两天，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供不应求。2 月 6 日下
午，记者特意到位于北京冬奥会
主媒体中心二层的官方特许商品
零售店去看，只见现场大约有几
十人在排队，尽管店内和“冰墩
墩”相关的大部分衍生品已经销
售一空，但大家还是希望能够进
店转一转，看看还有什么特许商
品可以挑选。

谁能抗拒“冰墩墩”的魅力
呢？2 月 5 日，在首都体育馆短道
速滑混合团体接力比赛中，夺冠
的中国队健儿每人收获了一个

“冰墩墩”，振奋人心的画面火爆
网络。有网友表示：“我离‘冰墩
墩’只差一个冠军！”话语之间，除
了对中国冬奥健儿的鼓劲加油
外，对“冰墩墩”的喜爱之情更是
溢于言表。

线上线下，一“墩”难求；赛场
内外，“墩墩”当红。这背后，更多
是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的高
涨 ，折 射 出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巨 大
魅力。

自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成
功申办冬奥会以来，冰雪运动在
我国大江南北呈现前所未有的活
力，“粉丝”中既有小到一两岁的
孩 童 ，又 有 大 到 七 八 十 岁 的 老
翁。据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

计局开展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显示，全
国 居 民 冰 雪 运 动 参 与 率 为
24.56%，冰雪运动的参与人数已
经高达3.46亿人。

国人争先恐后地购买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是存在于每个普
通人心中的参与冬奥、共享冬奥，
为冬奥喝彩的高昂热情，是全民参
与冰雪运动的喜悦表达；外国选手
和客人发自内心地喜欢“冰墩墩”，
同样寄托了对中国文化和北京冬
奥会的喜爱之情。

北京冬奥会用巨大的感召力，
唤醒人们最纯粹的运动热情，激发
全世界去感受、去响应、去参与冰
雪运动，一起向未来。也正是由于
冬奥会的原因，大家能接触到的冰
雪运动也愈加丰富，冰球、滑雪、花
样滑冰等冰雪运动，已逐渐走向大
众，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热门运动
项目。

人们高涨的冬奥热情，共同
为冬奥加油喝彩的愿望，在小小
的“冰墩墩”身上得到了集中体
现，这也从细微之处反映了北京
冬奥会的成功。作为奥运史上
最成功的吉祥物之一，“冰墩墩”
注定会伴随这场载入史册的奥
运 盛 会 ，成 为 一 个 时 代 的 美 好
记忆。

场外精彩在于三个“味儿”

一“墩”难求背后的冬奥情结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北京冬奥组委正协调
加大“冰墩墩”供应

2月6日，是张家口颁奖广场的首个
颁奖日。在蓝色梦幻的颁奖舞台上，当
获奖运动员在舞台中央享受本届冬奥会
上的高光时刻时，负责礼仪服务的志愿
者成了最近距离的见证者。

“我是第四场颁奖仪式的礼仪志愿
者，当时，我就站在运动员的斜后方，回
想起他们举起奖牌的那一刻，特别激
动。”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二学生
谢菲兴奋地说。

谢菲和同学徐雅珂都是张家口颁
奖广场的礼仪志愿者，颁奖时，她们一
个负责运动员引领，一个担任托盘员。
去年 9 月她们通过选拔，随即进行了为
期10天的礼仪封闭训练，今年1月23日
正式来到张家口颁奖广场进行志愿
服务。

“作为公安大学的学生，我们担任礼
仪服务还是头一次。”谢菲说，本以为从
站军姿的板正过渡到颁奖台上的礼仪志
愿者仪态会相对轻松，实际上也困难重

重。“一开始进行礼仪训练时，我们会习
惯性地向前倾，整个身体绷得硬邦邦的，
总被礼仪老师纠正，要柔一点、再柔一
点，练习了很久才适应。”除此之外，她们
还要练习如何微笑。“因为要戴口罩完成
颁奖任务，我们能露在外面的只有眼睛，
要让运动员和观众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就要练就一双‘笑眼’，更自然、更打动
人。”

除了这些外在形象上的训练，对于
礼仪志愿者，更关键的是对整个颁奖仪
式流程的熟练。“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
颁奖的每个环节都不容差错，这就对志
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像礼仪引导
志愿者，颁奖过程中是没人提醒他们流
程的，必须在前期的演练中熟记自己的
点位，并且牢记在每个时段的任务。”张
家口颁奖广场颁奖仪式经理杨宁说。

而谢菲也透露了她保障自己顺利完
成任务的最大诀窍，就是在心里“读秒”：

“比如在台上我听到，让我们向获奖运动
员致敬时，我会在心里默数大概15到20
个数，然后引领他们进入下一个点位和
环节。有时候运动员会很激动，我会用

语言和手势适当提醒。”
徐雅珂担任的托盘员也有着严格要

求，她必须将运动员的奖牌和绢花放到
指定位置，再在仪式完成后取回托盘。

“一来一回看似简单，但也需要注意很多
细节，比如在赛前要仔细检查颁发的奖
牌是否拿错、放错，运送奖牌的时候要注

意步速，防止风把绶带吹飞吹乱等。”徐
雅珂说，最多的时候，她要同时运送6枚
金牌。为了能够端稳，平时都是拿沙袋
放在托盘上练习。

首日颁奖仪式成功举行，两个人终
于踏实了，她们笑言：“经过这次实践检
验，心里终于有底了。”

2月5日，冬奥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为纪念邮票首日封签名。
当日，《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纪念》纪念邮票正式发

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张家口颁奖广场礼仪志愿者徐雅珂。
本组图片均由河北日报记者张昊摄

◀张家
口颁奖广场
礼仪志愿者
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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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月6日，北京冬奥会5场颁奖仪式在
张家口颁奖广场举行。图为颁奖仪式现场。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②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项目冠军斯

洛文尼亚选手乌尔萨·博加塔伊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③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项目冠军挪威选
手特蕾丝·约海于格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④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冠军

新西兰选手佐伊·萨多夫斯基·辛诺特在颁奖
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⑤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项目冠军瑞
典选手瓦尔特·瓦尔贝里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⑥冬季两项混合接力 4×6 公里项目冠

军挪威队选手马特·奥尔斯布·雷塞兰、塔尔
耶伊·伯厄、特丽尔·埃克霍夫、约翰内斯·廷
内斯·伯厄（从左到右）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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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晚 7 时 30 分，颁奖礼仪志愿者
身穿“唐花飞雪”礼服，引领着越野滑雪女子
双追逐（7.5 公里传统技术+7.5 公里自由技
术）项目的金、银、铜牌获得者，列队登上张
家口颁奖广场舞台。

这是北京冬奥会的首场颁奖仪式，前三
名选手绕场半周走到领奖台前。铜牌获得者
奥地利的特蕾莎·施塔德勒贝尔率先登上领
奖台，获得银牌的俄罗斯奥委会选手纳塔利
娅·涅普里亚耶娃紧随其后，本届冬奥会首
金获得者、挪威选手特蕾丝·约海于格最后
一个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点燃激情，共享荣光。她们胸前挂着“同
心”奖牌，手中挥舞着花束，台下的观众为她
们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北京冬奥会奖牌名为“同心”，由圆环加
圆心构成牌体，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同心圆
玉璧，共设五环，寓意五环同心，同心归圆，
表达了“天地合、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
也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冬奥荣光、全球共享。

以颁奖仪式推广歌曲《致敬勇士》开场，
张家口颁奖广场在颁奖仪式开始前进行了
半个小时的热场文艺表演。灯光炫酷、歌曲
喜庆、舞蹈活力四射，烘托出热烈的气氛。

在音乐和灯光配合下，张家口颁奖广场
愈发炫丽。据介绍，张家口颁奖广场舞台主
题为“激情逐梦”，以张家口赛区雪上项目为
出发点，结合滑雪的动势，用极具动感的线
条勾勒舞美形态，辅之雪山造型点缀，充分
契合张家口赛区场地自然条件和雪上项目。

张家口颁奖广场颁奖仪式经理杨宁介
绍，张家口颁奖广场承担着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张家口赛区竞赛项目的颁奖任务，运行时
间最长、颁奖任务最多。冬奥会赛时运行14
天，举行49个项目的颁奖仪式；冬残奥会赛
时运行7天，举行44个项目的颁奖仪式。

以颁奖仪式“零失误”为目标，张家口颁
奖广场运行团队去年12月15日入驻太子城
冰雪小镇集中办公以来，各业务领域开展了
数次桌面推演和实战演练。1月 23日，颁奖
礼仪、升旗手等志愿者到岗后，又开展了全
流程、全要素奥运标准演练。正式运行前，组
织了 2 次与北京颁奖广场的合练，交叉颁
奖，和1次带OBS直播的颁奖仪式合练。

2 月 6 日晚，除了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
项目，张家口颁奖广场还举行了冬季两项混
合接力、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自由式
滑雪男子雪上技巧、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
技巧4个项目的颁奖仪式。运动员们走下领
奖台时，都会与场下的观众、队友激情互动，
尽情享受荣耀时刻。

尽管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然而杨宁一直
在候场室忙碌着，直到第5场仪式进行到后
半程，她才去现场看了看。

“我们的目标是‘零失误’，虽然经过了
无数次演练，但这是第一天颁奖，而且有 5
场，心里还是挺紧张的。从结果来看，整个团
队按照既定流程，把每一个环节衔接得都特
别流畅，各组的运行也特别好。我觉得这一
天踏实了，压力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杨宁说。

“舞台上所有流程都不能出错，奖牌、国
旗、国歌、运动员名称、颁奖嘉宾名称等等，
都要做到准确无误。可以说从5日的比赛结
束后，我们一直在做各种准备。”杨宁介绍，

颁奖仪式领域分为交通组、候场室组、礼仪
组、物资组、升旗组等 5个组，到了 6日下午
每个组还在核对播报脚本、物资准备等信
息，就是要确保“零失误”。

每一场颁奖仪式最多十分钟，但是背后
有600多人在为此奔忙。“不仅仅是我们，广
场的整个团队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而且很
多同事都是在背后默默付出。”杨宁说，颁奖
仪式的成功举行，是所有同事共同努力的结
果，“通过运动员在候场室以及舞台上的表
现，我们可以判断出他们非常享受这个颁奖
过程。看到这些，我们很欣慰。”

与往届冬奥会相比，北京冬奥会颁奖仪
式上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环节，即运动员领
到奖牌将要走下舞台时，可在舞台侧面通过
屏幕与家人第一时间进行实时互动。这个环
节曾在东京奥运会上出现过，但是首次在冬
奥会中运用。杨宁说：“增加这个环节，就是
为了让运动员和家人朋友第一时间分享获
得奖牌的喜悦。从现场看，他们很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