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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目前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热潮

的，莫过于已跃居冬奥“顶流”且“一墩

难求”的吉祥物“冰墩墩”了。但北京冬

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介绍，冬奥

会上还有很多触目可及的文化宝藏，在

不动声色地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文化的

魅力。

“如果没有文化，体育是失色的。”陈

宁一到文化活动部，就体会到了国际奥

委会（IOC）这个说法的深意。

每一届奥运会，必然也同时是文化

的盛会。她意识到：“体育和文化之间是

相互搭载的关系，有了文化，体育才能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有了体育，文化才能

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体育和文化从来

是不分家的。”

从 1990 年北京亚运会的“盼盼”，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晶晶”，再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冰墩墩”，熊猫连

续成为三届体育盛会吉祥物的原型，也

成为中国文化最好的“代言人”之一。

本 届 冬 奥 会 ，吉 祥 物 最 初 的 创 意

其 实 来 自 北 方 民 间 小 吃 糖 葫 芦 ，又 叫

“ 糖 墩 儿 ”，但 最 终 修 改 为 带 冰 壳 的 熊

猫形象。

陈宁解释说，改为熊猫，因为中国的

大熊猫本身已经是一个国际普遍接受和

喜爱的形象。但光有熊猫肯定是不够

的，陈宁认为，“冰墩墩”的壳是关键。为

了体现特色，这次给熊猫套上冰壳，既有

冬季冰雪特色，又保留了民间文化——

“糖葫芦过年举一个”，所以这个壳也是

甜甜的糖壳。“同时，加了壳之后，它的气

质也变了。这个外壳又像宇航员的外

衣，跟我们的太空梦相连。”

陈宁笑言：“‘冰墩墩’火了我当然

很高兴，但也有个幸福的烦恼，就是每

天 都 有 人 跟 我 要 墩 墩 ，可 是 我 真 的 没

有啊。”

现在到每一个场馆，陈宁都觉得很

骄傲。因为无论是第一眼看到的场馆景

观设计，还是场馆里 DJ 播放的音乐、体

育展示、包括解说，都是文化活动的内

容。而令她最自豪的是，国际奥委会官

员对视觉和景观设计给了非常高的评

价，甚至被感动落泪了。

对于场馆景观设计的突破，陈宁到

现在还记得那一天。那天很晚了，北京

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

监林存真带着设计团队的年轻人举着

电脑冲入了陈宁的办公室。“她们很亢

奋，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把中国

元素融入场馆里的景观设计，但国际奥

委会的规范有严苛的标准，所以她们还

是苦恼了好一阵子。但那天，她们找到

了契合点。”

林存真和设计团队把冬奥核心图形

和其来源《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的

山水长卷摆出来后，山水的走势、构图节

奏和色彩，竟与 IOC 的规范要求非常贴

合。“我觉得这是她们的一个重大发现。

她们用中国文化中的感性审美解决了

IOC 的理性要求。”

后来在与 IOC 进行视频会议讲解

这个设计时，与会的 IOC 顾问、全球体

育品牌专家西奥多拉竟然落泪了。林存

真说：“当时我们隔着屏幕，看到她在抹

眼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她自己讲，

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设计后觉得很震撼，

是感动得流泪了。”文化，确实有着打动

人心的力量。

而等到 IOC 负责形象景观的团队

实际来查看场馆时，其中的顾问安波第

一天就说，看到了一个最好的场馆，第二

天又说，看到了一个最完美的场馆，到第

三天的时候说自己已经没有词了，因为

每一个场馆都会给他惊喜。

冬奥会开赛后，国家速滑馆“冰丝

带”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程淑洁表示，意

大利队对内场景观印象深刻，说滑行时

觉得和“冰丝带”融为了一体。“实际上我

们在镜头里也可以感受到，运动员好像

在画中游一样。”陈宁说。

一般人不理解什么是“奥运形象景

观”（Look of the Games），它是指在所

有的奥运会场馆、地点实行统一的标识、

装饰系统等。林存真形容为，就是给冬

奥会“化了个妆”。

怎么把中国文字融入冬奥会的景观

中，设计团队下了大功夫。陈宁说：“外

国人看中国字，感觉是画。所以比如会

徽，它是非常有力道的中国字，但它又是

结合了很多要素的图案。”在首钢大跳台

的比赛中，伴着谷爱凌等冬奥健儿的一

飞冲天，世界也无数次目睹了赛场旁巨

大的“冬”字形会徽，成为运动员拼搏精

神的完美背景。

冬奥会上代表着各个项目的体育图

标也是。被誉为“冬奥小红人”的体育图

标，实际上是文字的变形，灵感源自汉代

篆印。

陈宁介绍，在推出“一起向未来”的

冬奥主题口号时，他们也同时启用了冬

奥字体。“口号推出时就是用冬奥字体写

的，现在很多人也在找这个字体，但目前

字库还没有搭建完，因为需要 6000 多字

才能成库，所以还在完善。希望未来能

作为冬奥文化遗产，永久保留下来。”

中国色彩的应用也独具匠心。在一

些场馆，尤其是雪上，设计团队大胆地采

用了中国红，而一开始国际奥委会是不

接受的。“但我们坚持了，因为第一，中国

在过年。第二，雪上是蓝天、白雪和冷色

的场馆，我们认为要加一些跳脱的红色，

才不会被镜头‘吃’进去，也更有中国的

特色。后来发现，加些红色确实又应景

又更适合镜头。所以最终得到了国际奥

委会的认可。”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记者

李丽、王璐、王恒志、李会平）

北京冬奥会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魅力

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赛事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赛场内外，中华文

化同奥林匹克运动交相辉映，演绎出

人类文明相互交融的动人篇章。

北京冬奥会，凝聚团结奋进的力

量。长久以来，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

人 类 对 和 平 、团 结 、进 步 的 美 好 追

求 。 在 北 京 冬 奥 赛 场 上 ，不 同 肤 色 、

种 族 、国 家 的 运 动 员 同 场 竞 技 ，演 绎

相 互 尊 重 、平 等 交 流 的 动 人 故 事 ，也

凝聚起世界各国一起迎风雨、一起向

未 来 的 磅 礴 力 量 。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主

题 口 号“ 一 起 向 未 来 ”体 现 了 团 结 和

集体的力量，体现了和平与进步的目

标 。 正 如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古 特 雷 斯 所

说，当前的世界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

会 ，向 世 人 发 出 明 确 信 息 ，即 任 何 国

家 、民 族 、宗 教 的 人 民 都 可 以 超 越 分

歧，实现团结与合作。

北京冬奥会，奏响命运与共的乐

章。不同的雪花汇聚北京，成为一朵人

类共同的雪花——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暖人画面，生动

描绘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分

裂对抗没有出路，团结合作方是人心所

向。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人民对

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

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

加坚定。如同寒冬里的暖阳，北京冬奥

会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将世界凝聚

在一起，架起沟通交流的桥梁，书写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篇章。

北京冬奥会，为团结抗疫注入信

心。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的

严峻形势下，北京冬奥会如期举办，兑

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中

国采取各项严谨到位的防疫措施，为

运动员创造佳绩营造了安全的比赛环

境。作为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

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

克服种种困难，激发了国际社会不惧

风雨、战胜挑战的信心，承载着人们对

重建疫情后美好世界的向往和期盼。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言，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给全球有效抗疫提

供了范例。

连日来，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

负责人高度评价中国为弘扬奥林匹克

精神、促进人类团结友爱所展现的大

国担当。许多国际政要纷纷表示，北

京冬奥会有助于展示人类的韧性、团

结和对幸福的追求，是“更团结”的奥

林匹克格言的生动体现。更团结，是

奥运大家庭的呼声，是世界人民的呼

声，也是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应有之义。

随着北京冬奥会赛程的推进，通

过赛事转播，全球观众看到了一个团

结 、励 志 、拼 搏 、温 情 、和 谐 的 冬 奥 盛

会，这正是全人类共同期盼的图景，也

是“更团结”的现实写照。在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肆虐、世界经济发展波折起

伏的当下，国际社会唯有携手同行，才

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冬奥之名奏响团结乐章
■王国强

自 2021年 1月启动以来，非洲自贸区建设在新冠疫情等挑战中稳步前行。非洲自贸区建设在促进非洲自身发展振兴

的同时，也将为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图为 2月 14日拍摄的加纳第一大港口特马港。

新华社发

新华社日内瓦 2月 15 日电 中国

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日前同全球疫苗免

疫联盟首席执行官伯克利在日内瓦签署

协议，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

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新冠疫苗。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 8 月 5 日向新

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

致辞时宣布，2021 年全年，中国将努力

向全球提供 20 亿剂疫苗。中国决定向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用

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本月 1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决定向“新冠

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我们言

而有信、说到做到。中方已向“新冠疫苗

实施计划”供应超过 2 亿剂疫苗，为提高

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跌宕反复，实现疫苗公平可及分配、消除

“免疫鸿沟”仍是当务之急。中方将秉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坚持真正的

多边主义，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

多边框架下的抗疫合作机制，为人类早

日战胜疫情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款协议

本报努库阿洛法 2月 15 日电 特

约记者周演成、薛成清报道：连续航行

5200 余海里后，赴汤加执行运送救灾物

资任务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于 15 日抵

达汤加努库阿洛法港。

应汤加王国关于火山灾害救援的请

求，中国军队派遣海军舰艇于 1 月 31 日

从广州出发，启运第二批中国援助汤加

物资。此次运送的救灾物资共计 1400

余吨，主要包括移动板房、拖拉机、发电

机、水泵、净水器及应急食品、医疗防疫

器材等。

航渡期间，编队开展了 3 次全员核

酸检测，每天进行健康监测，定期进行全

舰消杀，并组织卫生防疫授课和穿脱防

护服实操培训，确保任务人员和装载物

资疫情防控“零风险”。

根据靠泊码头情况变化，编队不断

修订完善物资卸载方案，成立调度指挥、

搬运解固、舱面吊装等 13 个任务组，明

确职责分工和协同计划安排，开展指挥

协同推演和各岗位专业训练，为高效安

全完成物资卸载打下坚实基础。

上图：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五指山舰

靠泊汤加努库阿洛法港武纳码头。

殷 征摄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运送救灾物资抵达汤加

新华社联合国 2月 14 日电 中国

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 14 日在联大维

和特委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呼吁继续改

进联合国维和行动。

戴兵说，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护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当前，新冠

疫情仍在肆虐，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和霸

凌行径抬头，导致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

的挑战增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持

续上升。在此背景下，我们要继续改进

维和行动，更好发挥维和行动作用。

他说，第一，要优化维和行动的整体

规划。合理授权是维和行动有效开展的

重要基础。实现合理授权的关键是要充

分尊重当事国的意见，而不是将出于政

治考虑、意识形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强

加于人。第二，要高度重视维和人员安

全。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处应共同努

力，提高特派团应急和预警能力，加强救

援和医疗保障体系，妥善运用新技术提

升装备和安保水平。第三，要持续提升

维和绩效。秘书处要和出兵国充分沟

通，不断完善绩效评估体系，最大程度发

挥维和行动功效。第四，要不断加强维

和伙伴关系。安理会、秘书处、出资国、

出兵国与出警国应加强沟通。

戴兵说，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是非洲

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有益实

践，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补充。中

方支持为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提供充足、

可预测、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支持有关各

方继续讨论，形成切实可行的供资方案。

他说，中方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

出兵国和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并设立了

8000 人维和待命部队。去年，中国军队

组织“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

习。中方牵头成立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

之友小组，推动安理会通过维和人员安

全主席声明，向维和人员捐赠 30 万剂新

冠 疫 苗 ，以 实 际 行 动 保 障 维 和 人 员 安

全。中方还将适时举办国际维和论坛，

集思广益，形成维和改革的合力。

中方呼吁继续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

新华社联合国 2月 14日电 （记

者尚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4

日呼吁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俄罗斯与乌

克兰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古 特 雷 斯 在 向 媒 体 宣 读 的 一 份

声明中说，他对目前俄乌间的紧张局

势以及越来越多关于军事冲突的猜

测表示担忧。军事冲突对生命、财产

以及对欧洲和全球和平的破坏难以

想象。要化解这一问题，除外交途径

外别无他途。所有问题，包括最难处

理的问题，都能够也必须在外交框架

内解决。

古特雷斯说，他欢迎最近进行的

一系列外交接触，包括国家元首间的

互动，但外交努力仍需加强。他呼吁

避免煽动性言论，认为公开言论应以

化解紧张局势为目的，而不是火上浇

油。他将继续与各方保持接触，尽一

切努力找到和平解决办法。

古特雷斯当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举行视频会晤、与乌克兰外长库

列巴通话，并参加了联合国秘书长-

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午餐会。本月安理

会轮值主席国为俄罗斯。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俄乌紧张局势

据新华社联合国 2月 14 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14 日在联合国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60 届会议一般性辩

论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着力解决粮食

安全等四个与消除贫困与饥饿有关的紧

迫问题。

他说，贫困是人类社会的痼疾。摆

脱贫困、消除饥饿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

想和最基本的人权，也是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吞

噬全球减贫成果，导致 1.4 亿人返贫，饥

饿人口达 8 亿左右。一些发展中国家因

疫返贫、因疫生乱，疫后重建面临诸多挑

战。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也陷入生活困

境 ，要 求 纠 正 社 会 不 公 的 声 音 日 益 高

涨。当前，国际社会应着力解决四个紧

迫问题：粮食安全、弱势群体保护、可持

续发展、社会不公。

中国代表敦促国际社会

着力解决与消除贫困和饥饿有关的四个紧迫问题

据新华社内罗毕 2月 14日电 （记

者白林）肯尼亚政府 14 日在首都内罗毕

举办中国肯尼亚“2018 年紧急粮食援助

项目”的第 8 批粮食捐助交接仪式。这

批粮食也是该援助项目的最后一批，至

此整个项目交接完毕。

肯尼亚公共服务、青年和性别事务

部长玛格丽特·科比亚对中国捐赠大米

和中国对肯尼亚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感

谢。她说，中国此前捐赠的大米除了支

持学校供餐计划，其他已经分发到干旱

和 半 干 旱 地 区 ，以 提 高 儿 童 的 营 养 状

况。第 8 批粮食援助将用于缓解遭遇旱

灾地区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据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公参张益俊

介绍，该援助项目从 2019 年运送第一批

起，至此项目共 8批大米已全部向肯方交

付。自 2011年以来的 10年间，包括“2018

年紧急粮食援助项目”在内，中国政府已

累计向肯尼亚提供了数万吨的粮食援助。

中国肯尼亚“2018年紧急粮食援助项目”交接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