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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34名运动员初步入选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占代表团
运动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六个大项 全部覆盖

嘿，那些带火云顶赛场氛围的“冰墩墩”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燕赵风采燕赵风采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2月20日，
从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行的残疾人冰雪
运动与北京冬残奥会专场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目前，我省已有34名运动员初步入
选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占代表
团运动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6个大项
全覆盖参赛，是首个 6 大项全部参赛的
省份。

为备战北京冬残奥会，我省在 2016
年组建了冬残奥全部6个大项运动队，从
全省选拔了 105 名运动员进行系统训
练。2021年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冬
季项目比赛，共获得 47 枚金牌、40 枚银
牌、32枚铜牌，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全国
排名首位。国际赛场上，河北运动员参加
各项国际冬残奥项目比赛，共取得42金、
33银、7铜的好成绩。

“群众性冰雪运动深入普及，全省累
计50万人次残疾人参与了冰雪运动。”河
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杨奇峰介绍
说，河北省连续六年精心组织残疾人冰雪
运动季活动，叫响了“冰雪河北 快乐你
我”的体育活动品牌。在全省建立残疾人
自强体育健身示范点548个，培训残疾人
健身指导员 6000 余名。同时，举办冬残
奥知识讲座、开展专题培训、印发冬残奥
知识图册等活动，为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
提供支持指导；开展残疾人冰雪运动摄
影、短视频作品征集展示，手工艺品和文
化产品展示，用文化的魅力吸引更多残疾
人参与冰雪运动。

此外，扎实推进冰雪运动在残疾青少
年中的普及开展，分步骤分阶段广泛推动

特教学校学生参与冰雪运动。举办了 4
期冬残奥体育教育进特教学校专题培训
班，培训特教学校冬季体育项目师资300
余人次。为全省特教学校配发旱地冰壶
和轮滑鞋共计 500余套，连续 3年组织开
展特教学校旱地冰壶比赛或轮滑比赛，激
发残疾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培养了
冰雪运动的有生力量。

无障碍环境建设也得到显著提升。
借助张家口赛区高标准建设无障碍场馆
的机会，张家口市制定了《张家口市无障
碍环境建设三年（2018—2020 年）工作方
案》，以交通枢纽、城市干道、公共场所等
区域为重点，大力推进城市无障碍标准化
建设。截止到去年底，共改造盲道358.58
千米、缘石坡道 4422 处、无障碍卫生间

680个、无障碍停车位805个，设置无障碍
电梯、升降平台 101 处等。同时，对其他
公共设施和服务场所进行全方位改造，以
张家口市为牵引有力推动全省无障碍环
境建设普遍提升。2021年2月，全省包括
张家口市在内的9个市县村跻身住建部、
中国残联等五部委授予的“创建全国无障
碍环境示范市县村镇”。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2 月 20
日，在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行的残疾人
冰雪运动与北京冬残奥会专场新闻发布
会上，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杨奇峰
重点介绍了五位河北重点关注运动员。

第一位是张梦秋。出生于2002年3
月，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是一位肢体残疾
的高山滑雪女子站姿运动员。她在2019
年新西兰南半球杯，2020年残奥高山滑
雪世界杯瑞士站、斯洛文尼亚站、意大利
站等国际赛事中斩获6枚金牌。其中，瑞
士站比赛，她在大回转比赛中战胜了平
昌冬残奥会大回转项目冠军博比特，夺
得金牌。在2021年世界杯奥地利站比赛
中，她在大回转项目中拿到了金牌。北
京冬残奥会，她将参加回转、大回转、超
级大回转、滑降和全能比赛。

第二位是张明亮。出生于1987年1
月，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是一位肢体残疾

的轮椅冰壶运动员。在2019年轮椅冰壶
世锦赛上，张明亮与队友合作，以5∶2战
胜了东道主苏格兰队，帮助中国队首次
夺得该项赛事的冠军。在北京举行的
2021年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上，他再次
随中国队参赛，助力中国队在12支队伍
中夺冠，巩固了我国在该项目的冠军地
位。

第三位是纪立家。来自河北省石家
庄市，是一位肢体残疾的单板滑雪男子
上肢组运动员。出生于2002年 5月，还
有3个月才满20岁的纪立家，是目前国
际残疾人单板滑雪男子上肢组运动员当
中实力较强的选手。2021年 5月 5日公
布的国际积分，UL组共33名运动员，纪
立家与一名意大利选手在障碍追逐积分
排行榜并列第一。他将参加北京冬残奥
会单板滑雪坡面回转和障碍追逐两个项
目的比赛，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

第四位是武中伟。出生于1995年10
月，来自河北省邯郸市。肢体残疾，曾是
残疾人自行车运动员。2018年被跨项选
拔进单板滑雪队，训练不到一年时间就
在坡面回转和障碍追逐两个项目中获得
第二名。在2019年第十届全国残运会单
板滑雪坡面回转比赛中获得金牌，2020
年亚洲杯障碍追逐第一名，2021年荣获
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单板滑雪坡面回转
第一名。北京冬残奥会，他将参加障碍
追逐和坡面回转的比赛。

第五位是郭雨洁。出生于2004年3
月，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是一位肢体残
疾的残疾人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女子站
姿运动员。2015 年开始练习滑雪，在
2021年国际冬残奥越野滑雪积分赛中获
得2银1铜。在2021残疾人北欧滑雪欧
洲杯比赛中，获得冬季两项站姿女子6公
里比赛第三名。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
2 月 20 日，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
主席张建东在北京冬奥会赛事总
结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从申
办筹办北京冬奥会开始，就考虑
了通过北京冬奥会作为重要的抓
手，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
能够带动张家口地区发展。

“很多媒体朋友去过张家口，
通过几年的筹办冬奥会，张家口
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
建东介绍，因为冰雪运动，张家口
当地的居民有了更多就业机会，
收入也大大提升。通过筹办北京

冬奥会，也改善了很多城市设施、
交通设施，使得京津冀之间连通、
连接更加便捷，通行更加快捷。

张建东说，通过北京冬奥会
的筹办和举办，带动了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首先体现在京津冀
地区。“有一些省份在冬奥会筹办
之前，冰雪运动并不普及，我们注
意到现在无论是北京市、河北省
还是天津市都有更多的人参与冰
雪运动。”张建东说，希望能够通
过这届冬奥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
冰雪运动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北京冬奥会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峻峰、赵
瑞雪）2月20日，张家口颁奖广场
进入为期 12 天的冬残奥会转换
期，按照《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无障碍设
施设备、残奥景观、引导标识等转
换工作全面展开，确保满足无障
碍运行和赛时运行服务需求。

2 月 6 日至 19 日，张家口颁
奖广场举办了北京冬奥会 49 个
项目的颁奖仪式，为来自挪威、德
国、美国、中国等 21 个代表团的
运动员颁发 234 枚奖牌，全部颁
奖仪式准确、顺利、零失误，受到
各方广泛好评。

“我们的口号是‘拼搏、奉献、
担当，创造冬奥荣光’，通过团队
的共同努力，我们做到了。两个
奥运，同样精彩。我们要把冬奥
会的热情与温暖延续至冬残奥
会，做到好上加好，用贴心细心暖
心的服务，完美呈现运动员的高
光时刻。”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
部副部长、张家口颁奖广场场馆
主任高天说。

据介绍，张家口颁奖广场冬
残奥会期间运行时间为 3 月 6 日
至 12 日，每天都将举行颁奖仪
式，场次从 6场到 10场不等，7天
共计44场。

3月4日，张家口颁奖广场将
正式进入冬残奥会赛时运行期，
转换期只有 12 天，时间紧，任务
重。“两个奥运的颁奖仪式流程虽
然一致，但是在服务细节上区别

很大，比如为了满足残疾人运动
员的需要，颁奖台增设无障碍坡
道，对接送运动员的车辆进行改
造，更加方便残疾人运动员。”高
天介绍，张家口颁奖广场的无障
碍设施在冬奥会赛时经受了检
验，但是也需查找不足、继续完
善，在转换期实现全流线无障碍，
切实服务好残疾人运动员。

调整物资、设施、铁马围栏，
转换无障碍设施设备、残奥景观、
引导标识，开展电力、技术、网络
巡查——为确保按时全面转换为
冬残奥会运行就绪状态，2 月 20
日，张家口颁奖广场运行团队已
经投入到转换期的紧张工作中。

此外，还要与国际残奥委会
和延庆颁奖广场沟通确认冬残奥
会颁奖日程，完善冬残奥会颁奖
仪式流程、中英文版冬残奥会颁
奖仪式播报脚本。组织颁奖仪式
彩排和演练，完成冬残奥会奖牌、
花束、证书、颁奖台等物资的核验
准备工作，根据无障碍要求调整
获奖运动员候场室布局。热场演
出节目也将进行调整，增加关爱
残疾人、弘扬残疾人顽强拼搏精
神的特色节目。

“我们将精益求精、全力以
赴，进一步提升工作人员、志愿者
的服务理念和工作水平，用一场
场完美的颁奖仪式，为运动员打
造享受高光时刻的平台，也将这
份喜悦和荣耀传递给每一个人。”
高天表示。

张家口颁奖广场进入冬残奥会转换期

将热情与温暖延续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圆满完成奥林匹克
大家庭贵宾接待任务

优质服务得到良好评价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2 月 20 日，在位于国家越野
滑雪中心3楼的奥林匹克大家庭
休息室，国际滑雪联合会理事会
成员埃里克·罗埃斯特在前去为
张家口赛区最后一块金牌获奖运
动员颁奖前，和妻子一起与这里
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还向志愿
者赠送了围巾等小礼物。

随着张家口赛区最后一场比
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结束，奥
林匹克大家庭休息室的餐饮和礼
宾领域工作人员圆满完成了最后
一项礼宾接待任务。

奥林匹克大家庭休息室是一
个重要的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场
所，赛时，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
成员及陪同人员在休息室及专用
区域内休息、交流、用餐，服务接
待水平的高低关系场馆形象。

“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 13
个比赛日，我们平均每天都要接
待贵宾 100 多人，高峰时能达到
200多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餐
饮协调副经理沈泽说，在接待过
程中，优质的餐饮和热情的服务，
给各位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得
到了良好评价。

“北京冬奥会首金产生前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先后到场
馆视察三次，我们都承担了接待
任务。”沈泽说，第一次到休息室
休息时，巴赫对于这里供应的茶
歇很感兴趣，每样都看了一遍后，
在营养师的建议下，他品尝了一
小块黄油面包和一杯咖啡。国际
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
席小萨马兰奇、国际雪联主席约

翰·埃利亚施也在随后前来观赛
期间，在这里进行用餐，并给予了
一致好评。

沈泽说，奥林匹克大家庭休
息室的餐单以 8 天一个周期，根
据比赛的时间安排，会在正餐时
间提供正餐，在非正餐时间供应
茶歇。在保障供应充足、食品安
全、营养健康的同时，也会供应具
有中国特色的餐饮，并努力展示、
弘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比如在
元宵节期间，我们除了有元宵这
些传统的食物外，还在休息室内
张贴了一些配有英文翻译的传统
文化介绍等。”

在 4 楼的国际雪联餐厅，离
别午餐上，工作人员们把这届冬
奥会上“出圈”的中国美食搬上了
餐桌：韭菜盒子、包子，还有张家
口本地的红糖芝麻饼……

而分别前的互赠小礼品环节
也在此时开展。在国家越野滑雪
中心工作期间，国际技术官员与
这里的工作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他们写道：“你们给予了我们
珍贵的帮助，我们要表达最热烈
的敬意，感谢你们。”随即，他们还
向餐饮团队赠送了运动员号坎，
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留念。

餐饮团队也为他们准备了折
扇、如意结、老虎玩偶等小礼品，
工作人员廉王玲亲手制作的锦绣
球受到这些国际技术官员的喜
爱。“圆满完成奥林匹克大家庭贵
宾和国际技术官员的餐饮保障任
务，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如今美梦
成真。”沈泽欣慰地说。

北京冬残奥会河北重点关注运动员有哪些

扫地“墩”、斗舞“墩”、武术“墩”……
北京冬奥会期间，一大批“冰墩墩”凭借
着可爱的造型火爆全网。

其中，在云顶滑雪公园的“冰墩墩”
凭借着“‘冰墩墩’蹦迪”“‘冰墩墩’扫雪”
等词条迅速出圈。在比赛期间，每场比
赛观众到场之后，它们都会走上看台，结
合现场的舞蹈表演、互动游戏，通过舞动
肢体，做出各种可爱的造型，活跃现场
气氛。

云顶场馆群体育展示经理杨泽生介
绍，在有观众到现场观赛的情况下，体育
展示业务领域需配合赛事服务、观众体验
等业务领域活跃观赛气氛，调动观众的观
赛热情。其中，吉祥物表演就是活跃赛场
氛围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云顶滑雪公园
的三个结束区，我们都安排了吉祥物‘冰
墩墩’的表演人员，他们和场地导演、现场
主持、摄像、舞蹈演员等，组成了体育展示
领域的闭环外工作团队。”杨泽生说。

云顶滑雪公园的“冰墩墩”扮演者是
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大学生，主要从首
都体育学院武术专业学生中挑选。“这一
是因为他们长年进行武术训练，肢体协
调性和舒展度都比较好；二是扮演‘冰墩
墩’需要撑起较重的外壳，确实也是个体
力活，武术专业的同学身体素质优异。”
杨泽生介绍，考虑到“冰墩墩”吉祥物外
壳的定制需要遵循严格的尺寸比例，所
以他们将表演者身高设定在165厘米到

175厘米之间，以达到最好的呈现效果。
在完成“冰墩墩”的选拔之后，北京

冬奥组委体育展示业务领域还邀请到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负责吉祥物工作的
老师给同学们传授当年的经验，让他们
对吉祥物表演工作有个直观的认识。

作为体育展示领域的“冰墩墩”，必
须掌握的技能就是对体育展示的每个互
动游戏以及每支舞蹈都有深入的了解。
在来场馆之前，这些“冰墩墩”还跟随云
顶的街舞表演队员一起参加训练，这样
的合练既增强了“冰墩墩”的节奏感和表
演力，也增进了吉祥物表演者和街舞队
员之间的默契。

杨泽生揭秘：“网友总在‘冰墩墩’的
额头上看到两块像创可贴的东西，这其
实是视野位，供‘冰墩墩’看到外面的通
道。”考虑到冬奥会户外可能出现的积雪
和打滑，在“冰墩墩”的脚底还加装了防
滑鞋底。

除了“冰墩墩”外，火热的赛场氛围
还需多方元素加持。

杨泽生介绍，体育展示的工作时段
主要分为赛前、赛中和赛后三个部分。
赛前的主要工作包括播放暖场音乐、播
放提前制作好的场馆介绍片、比赛项目
介绍片、比赛精彩集锦等视频。赛中，主
要围绕比赛进行交互，播放适合比赛节
奏的音乐，中文和英文播报员会播报比
赛信息，对比赛的进程进行适当的评

论。在比赛间歇，会穿插观众
互动环节，主要是各类互动小
游戏，以及街舞演员的舞蹈表
演。赛后，会播放一些提示类
的播报和视频，请观众有序
离场、感谢志愿者和工作人
员等。由于云顶滑雪
公园 C 区的比赛都是
在晚上进行，体育展
示在 C 区的赛前，还
安排了氛围灯光的表
演，通过绚丽多彩的灯
光把比赛装扮得更加炫酷。

这其中，比赛时音乐、舞蹈的
选取也受到很多关注。

“舞蹈方面，结合单板滑雪和自
由式滑雪年轻、时尚的特点，安排了街
舞表演，为观众送上精彩表演的同时，也
可以带动观赛气氛。”杨泽生说，在音乐
方面，北京冬奥组委体育展示处为中外
音乐 DJ 准备了囊括上万首歌的庞大的
音乐库，既有脍炙人口、充满中国元素的
歌曲，也有欧美流行音乐，满足赛事不同
阶段的音乐需求。

其中，中国元素的歌曲占到了三分
之一，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体现。“云顶滑
雪公园的 DJ 多次巧妙运用中国元素音
乐，上了热搜。比如在徐梦桃夺冠时，
DJ播放了《骄傲的少年》；在齐广璞夺冠
时播放了《我相信》；在谷爱凌夺冠时播

放了《中国范儿》；在中国选手首次站在
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赛场时播放了

《追梦赤子心》……”杨泽生说，这些歌曲
都极好烘托了当时比赛的氛围，在网上
引发热议和好评。

“这是闭幕式班车表，请您过目”“今
晚 MMC 还是 24 小时开放，闭幕式后您
可以来这里写稿”……2 月 20 日，北京冬
奥会闭幕式前，MMC（北京冬奥会主新
闻中心）的国内外记者人数骤增，在新闻
服务台服务的志愿者程源艺，和她的伙伴
们忙得不亦乐乎。

程源艺是外交学院外语专业大二学
生。这个石家庄女孩，1 月 4 日就进入闭
环，开始在MMC进行志愿服务工作。“先
是熟悉岗位，接受一些培训，后来各国记
者就陆续来了。”她说，不止是 2月 20日，
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几天，MMC也非常繁
忙，作为在媒体工作间新闻服务台直接服
务记者的志愿者，她和小伙伴们每天都要

回答各国记者们提出的无数个不同问题。
冬奥会期间，MMC 是 24 小时运行，

程源艺和小伙伴们所在的岗位则是四班
倒。她们有时候工作在白天，有时候则是
在晚上。尽管依然活力十足，姑娘们眉眼
间的疲惫还是可以看出。

“我们都不累。帮助越多人我们就越
开心。”程源艺说，北京冬奥会上每一个志
愿者都喜在心上、劲头十足，“服务北京冬
奥会机会难得，每个人来到这里都非常不
容易。”

去年，外交学院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冬
奥会志愿者选拔。作为校学生会宣传处
干事，程源艺有着比同龄人更丰富的宣传
经验，以及更为成熟的交流能力，这让她

最终脱颖而出，成了让同学们羡慕的北京
冬奥会志愿者。

每一次“发光发热”，都是志愿者们最
快乐的时候。程源艺也不例外。

有时候，新闻服务台志愿者要陪同
国外记者到场馆采访。北京冬奥会开幕
前，程源艺和十几名国外记者到五棵松体
育中心采访，一个日本电视台记者看到场
馆很漂亮，就想多拍一会儿。他用不太熟
练的英语和程源艺沟通，但他的表达让
身边所有人都皱起眉头。这时候，程源
艺突然说起了日语，让这个日本记者大
感惊喜。

“我的第一外语是日语，没想到关键
时候还真用上了。”那次经历，让这个石家

庄女孩至今颇为欣喜。
北京冬奥会期间，程源艺每天都要处

理至少上百个各国记者的采访申请邮
件。采访志愿者、国家速滑馆的二氧化碳
制冰，以及约拍志愿者扮演的“冰墩墩”，
是她处理过的最多的采访申请。

而最让程源艺难忘和感动的，是一次
志愿服务之外的经历。

一次轮休时，程源艺到“鸟巢”附近的
颁奖广场看颁奖仪式，正好碰到向我国速
度滑冰运动员高亭宇颁发金牌。

“以前只在新闻里看过颁奖仪式，远
没有这次在现场激动。”程源艺兴奋地说，

“特别是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瞬间，
心里超级自豪、超级激动，眼泪情不自禁
就流下来了。”

从进入闭环到北京冬奥会闭幕，程源
艺已在 MMC 度过了 47 天。她说，这段
忙碌而自豪的人生历程值得铭记。“不过
不要紧，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要来了。”10
天的转换期后，程源艺将再度“上岗”，继
续为采访北京冬残奥会的全球记者提供
服务。

MMC里的河北志愿者程源艺

冬残奥会继续服务全球记者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