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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 366天，2022年 2月 4日，北京
冬奥会将拉开大幕。这意味着，北京冬
奥会的筹备工作目前已进入到分秒必
争的关键期。

2020 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这给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备工作带
来了巨大挑战。但北京冬奥会筹备工
作依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北
京赛区、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共 12座
竞赛场馆全部完工，非竞赛场馆建设稳
步推进，三个赛区冬奥村建设基本完
工。此外，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通
车，水务、电力和气象等基础设施建设
都在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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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玲珑塔”上，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倒计时牌格外醒
目。屏幕上的每一次数字跳动，都在传
递着美好的期待：我们离冬奥盛宴越来
越近了。

同样坐落于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国
家速滑馆，在冬日暖阳下显得格外亮
丽。这座场馆由 22条晶莹的“丝带”状
曲面玻璃幕墙环绕，因此又被亲切地称
为“冰丝带”。

据了解，国家速滑馆主场馆建筑
面积约 8万平方米，高度 33米，能容
纳约 12000 名 观众。走进国家速滑
馆，一眼望去，蓝色的墙面和深蓝、
浅蓝色交替的座位相呼应；抬头一
看，是一块马鞍形“天幕”。国家速
滑馆采用全冰面设计，是目前亚洲最
大的冰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采用二

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冷系统的冰面。
场馆平时可接待超过 2000名市民同时
开展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
壶等冰上运动，赛后能够可持续利
用。
“可持续、可利用、可收益”，成为当

今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命
题。北京冬奥场馆建设正是遵循这一
理念。北京赛区除新建国家速滑馆和
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两个比赛场馆外，
其他比赛场馆全部利用 2008年北京奥
运会遗产。

位于“冰丝带”的东南方向，一座以
“水”著称的体育场馆——国家游泳中
心（“水立方”），已于日前完成了“水冰
转换”，实现“水立方”到“冰立方”的华
丽转身。

据悉，国家游泳中心在北京 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作为冰壶、
轮椅冰壶的比赛场馆。国家游泳中心
还利用南广场地下空间建立了 2块冰
面，一块是标准冰场，另一块则是冰壶
场地。北京冬奥会，这里将作为奥林匹
克中心区冰壶项目体验基地，为人们提
供开放的平台。

国家体育馆同样已于日前完成改
造，增加制冰功能和除湿系统，并在其
北侧新建冰球馆作为训练馆，同步增设
更衣室等设施。改建后，场馆总面积约
9.8 万平方米，配置两块符合奥运赛事
标准的冰球冰面。冬奥会期间一块用
于正式比赛，一块则用于运动员的赛前
热身训练。

53 岁的首都体育馆，曾是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的排球主赛场，冬奥会期
间它将再次“出征”，承担短道速滑和
花样滑冰两项比赛任务。五棵松体育
馆也完成“冰篮转换”，达到了国际一
流水准，具备了承办世界顶级冰球比
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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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庆小海陀山山顶俯瞰，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 7条雪道勾勒出蜿蜒的
曲线，山脚下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若
隐若现，1.9 公里的赛道宛若一条巨龙
静卧。

在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利锋看
来，这 5年，小海陀山奇迹般地实现了华
丽转身，“以前这里一片荒山，没有路、
没有电、没有水、没有通信。”

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的小海陀
山，平均气温比延庆还低十几摄氏
度，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它成为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赛
场。小海陀山区域，海拔最高点 2198
米，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建设难度最
大的赛区。

经过 5 年奋战，目前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以
及山地新闻中心四大场馆已全部完
工，进入到试运行阶段，静待冬奥大幕
开启。

在延庆赛区，新技术、新材料被大
量运用到冬奥场馆的建设中来。雪车
雪橇项目被誉为冰雪运动中的“F1”，实
际上全世界这种赛道也仅有 16条。这
种赛道是一个半U形混凝土浇筑结构，
混凝土里预埋误差不能超过 5毫米的
冷凝管，通过在表面制冰最终形成赛
道。这种工艺看似不复杂，但 1.9 公里
长的赛道浇筑要一次成型很难。各种
弯度、各种落差交织在一起的高速赛
道，精准度需要达到毫米级，可谓难上
加难。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主体结
构由中国人自己浇灌完成，这条完全自
主、中国造的赛道，也填补了我国此前

在雪车雪橇赛道建设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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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曾经默
默无闻的塞外小城崇礼如今远近闻
名。冬奥会带来的机遇让这座小城焕
然一新。

北京冬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共将
举办 51个小项的比赛，产生 51枚金牌，
约占全部比赛项目的 47%。赛区核心
区位于崇礼区太子城及周边区域，占地
约 11平方公里，共分为太子城、云顶和
古杨树三个场馆群。

太子城场馆群中，没有竞赛场馆，
主要场馆为奥运村。云顶场馆群中，除
原有设施外，没有新建永久性建筑，主
要是因地制宜改造现有的雪场，增加若
干条临时赛道，待赛事结束后变身全民
健身场所。

古杨树场馆群中，有国家跳台滑雪
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是一个完全新建的场馆群，各场馆
设施由平均高度 8米左右的半圆步行云
台“冰玉环”连接。其中，备受瞩目的“雪
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首
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地，也是
张家口赛区冬奥会场馆群建设中工程量
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

2021 年新年伊始，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的筹办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各场
馆的运行团队陆续就位。下一步，各场
馆运行团队将紧密结合场馆特点和运
行实际，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团队建设，
全力办好“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为北
京冬奥会赛时运行打好基础。

上图：位于崇礼的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夜景。 新华社发

版式设计：王 静

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迎来倒计时一周年，12座竞赛场馆全部完工—

冬奥场馆展现中国智慧
■文 元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体坛聚焦

“越是艰险越向前，把短板补得再
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一些，我们
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

首钢园冬训中心，花样滑冰训练馆
墙上的标语，是所有中国冰雪健儿备战
北京冬奥会的真实写照。行百里者半九
十。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
的临近，中国冰雪健儿的备战工作也进
入到冲刺阶段。

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为中国冰雪
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在 2018 年平
昌冬奥会上，中国选手参加了 55个小项
的比赛。而在北京冬奥周期，本届冬奥
会设置的全部 109 个小项的国家队、集
训队已经全部组建完毕。这其中，有很
多项目在冬奥会申办前并未在国内得到
充分开展，甚至可以说是从零起步。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追赶世界领先
水平，中国冰雪健儿无疑要付出加倍的
汗水和努力。通过选拔、竞争和优胜劣
汰，中国在北京冬奥周期打造出了一支
支整体实力更强、竞技水平更高的队伍，
不少队伍的训练水平和比赛成绩都有了
明显的提升。

2020 年 1月，在国际雪车联合会钢
架雪车世界杯法国拉普拉涅站的比赛
中，中国选手耿文强获得并列第三名，成
为首位在钢架雪车项目中站上世界杯领
奖台的中国选手。成立于 2015年 10月
的中国钢架雪车队，从零起步，到登上世
界大赛领奖台，只用了不到 5 年时间。
耿文强和他的队友正一步一个脚印地书
写着钢架雪车项目从国内走向世界舞台
的发展历程。如今，国家钢架雪车集训
队的队员们正在严寒中进行滑行训练，
不断完善技术动作。队员们在训练中不
断总结经验，稳定技术，促进体能与专项
结合，完善各个弯道的技术细节。

不仅是国家钢架雪车队，在过去几
年时间里，高山滑雪、冬季两项等多个中
国冬季项目曾经的“弱项”，都出现了中
国冰雪健儿奋起直追的身影。

在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上，中国冰雪
健儿同样在刻苦训练，期待在北京冬奥
会上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在备战北京
冬奥会的冲刺之年，不少队伍选择以赛
代练，帮助队员尽早找到比赛状态。

国家短道速滑集训队通过全国短道
速滑锦标赛和冠军赛搭建赛事平台，为运
动员创造实战机会，全面检验训练成果。
在比赛中，不仅武大靖、韩天宇、范可新等
名将表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小将朱祎
玎、田日新等人也频创佳绩，朱祎玎还打
破了全国纪录，以赛代练成果显著。

国家花样滑冰集训队不断创新训练
方法，通过队内测试赛和对抗赛帮助队
员保持竞赛状态，同时备战将在 3月举
行的花样滑冰世锦赛。目前，节目细节
的打磨和滑行速度的提高成为队伍的重

要任务。除每天两次 3个小时的冰上训
练、陆地专项训练和体能训练外，队伍还
跟随舞蹈学院的专业舞蹈老师进行双人
滑现代舞、冰舞芭蕾舞等动作的训练，以
提高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表现力。经过基
础体能训练，队员们的节目完成度和质
量都有较大提高。目前，花样滑冰集训
队的运动员们已具备参赛能力，时刻准
备在赛场上创造佳绩。

过去几年里，在学习借鉴世界冰雪
运动强国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特点，不断创新进取，中国冰雪逐
渐形成了独有的竞争优势。

这个冬天，我国冰雪健儿本应全面
出击、参赛练兵，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
响，绝大多数国际赛事都延期或取消。
为在北京冬奥会上勇创佳绩，中国运动
员没有丝毫松懈，他们分散在全国多个
地方，抓紧一切机会精进技术，争取能在
比赛恢复后拿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在一
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冰雪运动取
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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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两项是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比赛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个特点不同的竞
赛项目结合在一起，要求运动员既要有由
动转静的能力，又要有由静转动的能力。

冬季两项历史悠久，起源于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
来。16世纪中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
的国家通过在滑雪时射击的方式抵抗敌
军侵略。1767年，挪威边防军巡逻队举
办了一次滑雪和射击相结合的比赛。参
赛官兵需要在雪地上滑完全程，并在滑行
途中用步枪射击 40至 50步远的靶标，成
绩最优者可得到价值 20克朗的奖品，这
是世界上最早的有记载的冬季两项比
赛。1912年，挪威军队在奥斯陆举行了
一场滑雪射击比赛。自此之后，滑雪与射
击相结合的比赛模式逐步在大众中开展，
成为一种体育运动项目。

1924年夏蒙尼冬奥会上，冬季两项
首次进入冬奥会，被列为表演项目。此
后，冬季两项又在 1928 年、1936 年和
1948 年的 3 届冬奥会上被列为表演项
目。1960年，冬季两项男子项目成为冬
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女子项目则在
1992年进入冬奥会。

在北京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设置混合
接力、女子15公里个人赛、男子20公里个
人赛、女子 7.5公里短距离、男子 10公里
短距离、女子10公里追逐、男子12.5公里
追逐、男子4×7.5公里接力、女子4×6公
里接力、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女子12.5
公里集体出发共11个小项。

1960年，中国冬季两项运动首先在
解放军滑雪队中开展。在 1980 年全国
滑雪比赛中，冬季两项被正式列为比赛
项目。1980年，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首
次登上冬奥会舞台。

上图：2016年，我军选手唐佳琳在

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冬季两项女子

15公里个人赛比赛中。 新华社发

冬季两项，军味十足
■吴广超 童阔海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

国在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向国际社会

作出的郑重承诺。这些年，随着国家大

力实施冰雪运动的“南展西扩东进”战

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周末去滑雪，逐渐变成了年轻人的

冬季运动潮流——穿着酷炫的滑雪服，

带上头盔和雪镜，在冰天雪地里感受速

度与激情，还能拍下好看的照片，心情

自然大好。来自广州的赵黎明在北京

工作，去年一次偶然机会他和朋友一起

去滑雪，就喜欢上了在雪道上飞驰的感

觉。如今，他经常会在周末约上三五好

友，一起去雪场练习单板技术，并享受

滑雪的乐趣。

“终于可以滑雪啦！”伴随着欢呼，小

队员们搓了搓脚下的雪板，从雪道上一

跃而下。近几年，喜欢滑雪的青少年日

益增多。1月23日是北京市中小学放寒

假的第一天，由北京市滑雪协会主办的

“北京市青少年滑雪队训练营”正式开

营。经过层层选拔的队员背上雪具包来

到八达岭滑雪场，开启为期17天的封闭

训练。

“由于疫情原因，近期没有比赛任

务，这次训练营主要是日常训练。孩子

们很久没上雪道了，都很激动，还有刚考

完试就立即赶过来的。”北京市滑雪协会

主席李晓鸣露出欣慰的笑容。疫情防控

背景下，这样的训练营来之不易。

由于青少年滑雪爱好者人数众多，

北京市青少年滑雪队于2017年正式成

立，队员由中小学学生组成，滑雪队利

用寒暑假和节假日进行训练。尽管只

是业余滑雪队，但北京市青少年滑雪队

一直秉承专业的训练态度。在2019年

进行的二青会高山滑雪比赛中，他们实

现了对女子乙组前三名和男子乙组冠

亚军的包揽。

“可能他们以后并不会成为专业运

动员，很多人只是把滑雪当成一种爱好，

但是他们能为爱好全力以赴，在滑雪的

过程中收获乐趣，谁能说这不是青少年

滑雪的意义之一呢？”在与许多家长和队

员交流后，滑雪教练肖雨彤感叹道。

进入雪季后，全国各地的滑雪场每

天都会迎来众多的滑雪爱好者，他们在

雪道上滑行飞驰，尽享冰雪运动的乐趣。

冬奥会带动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
■崔振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