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17日/星期四/ 体育新闻部主编
责编 傅铭途/ 美编 陈炜/ 校对 杜文杰 A11

总总 策策 划划：：孙孙 璇璇 胡胡 泉泉
统统 筹筹：：陶陶 勇勇 侯恕望侯恕望 黄建隽黄建隽
协助统筹协助统筹：：林本剑林本剑

20222022北京冬奥会特别报道北京冬奥会特别报道

广东冰雪人

本届冬奥会，在延庆赛区
举行的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
目都有较大风险，为了向受伤
运动员提供快速有效的救治，
医疗保障必须做到“快、准、
细”。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自
大闭环以来，延庆冬奥医疗保
障中心共接诊170人次，包括9
名 运 动 员 、29 名 随 队 官 员 、
NTO等工作人员，累计开展手
术9例（含外方运动员 3 例），住
院治疗12人，已出院9人。

2月15日上午，一位外籍高
山滑雪运动员从延庆赛区定点
医院北医三院延庆医院（即延庆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出院。经过
治疗，这名运动员伤情平稳，伤
口和患肢功能恢复良好。出院
时，运动员向冬奥医疗保障中心
全体医护人员表达了由衷感谢。

2 月 10 日，这位运动员在
高山滑雪比赛中受伤。由于伤
情严重，现场立刻使用直升机
将其转运到冬奥医疗保障中
心。“我们从接到伤员到接诊，
只用了三分钟时间，为这个受
伤运动员获取了宝贵的救治时
间。”北医三院延庆医院执行院
长周方介绍。

经过详细检查，医生发现，
伤员有七处骨折还伴有桡动脉
断裂。整个医疗团队紧急会

诊，给出详细的方案，并与伤员
和队医进行了沟通。经患者和
队医同意，当天下午，冬奥医疗
保障中心就对其三处严重的粉
碎性骨折进行了切开复位内固
定手术，并对断裂的桡动脉进
行了修复和吻合。“手术持续了
7个小时，直到凌晨才结束。”周
方介绍，最终，骨折部位成功解
剖复位，断裂的桡动脉也得到
修复，动脉重新恢复了活动。

经过医疗团队的悉心照
料，该名运动员伤情平稳，于15
日上午成功出院。

2月 7日，北医三院延庆医
院冬奥医疗保障中心也接诊了
一名在训练时受伤的外籍雪橇
运动员。该运动员到院后经检
查，专家团队迅速制定了详细
的治疗方案，经过该运动员和
队医的同意，当晚，医疗团队就
为其进行了清创和骨折复位内
固定的手术。该运动员也于 2
月11日顺利出院。

据介绍，延庆赛区实施三
级诊疗流程，运动员受伤后，场
馆医疗团队会第一时间进行现
场救治，由场馆医疗经理安排
救护车组或直升机将患者转运
至定点医院，救护车转运用时
35分钟左右，直升机转运用时
仅八九分钟；在定点医院，医疗

团队根据病情不同，安排专业
医护力量进入冬奥医疗保障中
心，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对确

需转至更高级别医院的病人，
医疗团队还与市级医院建立了
绿色通道，确保转运过程快速、

安全、高效。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付怡 王莉 柴智 郝浩宇

“广东老友在MMC（主媒
体中心）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
发财，掂过碌蔗！”2月1日春节
当天，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
心的广东籍志愿者们，通过视
频向全国人民发出粤语新春祝
福。其中，来自广东中山的黎
颖芊是中国传媒大学英语专业
大四的学生。在张家口山地转
播中心的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
李琪琪则在除夕当晚，向其他
志愿者分享了家乡广东的特色
美食鲮鱼罐头。能够亲身参与
本届冬奥会，作为一颗小小的
螺丝钉为这一体育盛事服务，
两位来自广东的同学说，亲眼
见证就是最大的收获。

无论是主媒体中心还是张
家口山地转播中心，志愿者们
最常接触的就是媒体记者和转
播商。受疫情影响，不少外国媒
体早早就来到中国，为冬奥会报
道做准备。1月3日，黎颖芊作为
第一批入驻闭环内的志愿者，开
始为转播商服务。“转播商入境
时，我们需要提前知道他们的
航班信息、有多少人来、有哪些
器材入境等等。入境之后，他
们的住宿、交通等，我们也帮助
他们进行协调和安排。”

进入闭环40多天来，黎颖
芊说，最难忘的回忆就是现场
观看冬奥会开幕式。2月4日
13时30分，主媒体中心数千
名媒体记者陆续登上大巴，前
往鸟巢，准备观看晚上的开幕
式。黎颖芊在室外场地举着
写有“媒体Media”的指示牌，
为过完安检的记者们做指
引。迎来送往中，黎颖芊不知
不觉在零下6摄氏度的室外已
站了近4个小时。期间，有外
国记者走过来问道：“我们能
和你们拍照吗？”黎颖芊又感
动又惊讶，那一刻，她觉得，自
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服务完前去观看开幕式
的媒体记者后，黎颖芊和其他
志愿者一起，登上了前往鸟巢
的大巴。“当开幕式第一个音
符响起时，我有想哭的感觉，
心潮澎湃！”回忆起亲身观看
冬奥会的情景，黎颖芊仍难掩

激动，“现场有一些科技特效，
在电视上看可能效果更好，但
我有幸能够在现场感受冬奥
的氛围，还是特别激动。”

在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
的李琪琪，没有机会在现场观
看冬奥会开幕式，但她也有自
己的“独家回忆”。

1月23日上岗的第一天，李
琪琪就接到一个“临时任务”，
协助外国转播商将机器送到场
馆指定位置。“虽说自己是学语
言的，但是突然给我这个任务，
心里也挺没底的，担心和对方
说不清楚。”李琪琪回忆，当时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电话
里向对方了解清楚有哪些机
器，并且告知其场馆的具体位
置。”事情得以成功解决，李琪
琪也松了一口气。“本来我觉得
是很小的一件事，没想到几天
后，那位外国媒体人专门给我
写了一封感谢信，团队的老师
还特意裱了起来。”这让李琪琪
感受到，再小的志愿服务，也能
温暖人心。

据悉，主媒体中心和张家
口山地转播中心的志愿者，有
不少是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
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语言的
同学。因为不能回家过年，同
学们想出许多闭环过年的点
子：举办春节联欢会、贴春联、
用方言录制拜年视频等。

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的
餐厅没有粤菜供应。阳江人
李琪琪说，过年那段时间自己
太想吃粤菜了，就在场馆里的
便利店订购了佛山的鲮鱼罐
头和其他同学分享。“他们也
觉得很好吃。”

没能回家过春节，黎颖芊
和李琪琪都觉得有点孤独，但
身处冬奥会的热烈氛围，很快
让两个年轻人恢复了活力。
谈起冬奥志愿服务的收获，李
琪琪表示：“虽然我们做的事
情琐碎不起眼，但我相信每件
小事都有它的意义。”黎颖芊
则说：“能够亲眼见证冬奥会
就已经是收获了。”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付怡 柴智 王莉 郝浩宇

2 月 16 日，2022 北京新闻
中心举行“科技冬奥”专场新闻
发布会。北京冬奥会在场馆和
基础设施建设、赛事组织、赛会
服务、场馆运行、观赛体验、疫
情防控等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科
技办奥理念，让人们感受到技
术创新支撑下的冬奥魅力，体

会到冬奥会背后的科
技力量。

科技部社
会发展科技司

司长祝学华表示，通过组织实
施“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围绕
场馆、运行、指挥、安保、医疗、
气象、交通、转播、观赛等关键
场景，500多家单位、超过万名
科研人员参与研发的 200多项
技术成果已在测试赛、运动员
训练、正式比赛中开展了示范
应用，为北京冬奥会高质量办
赛和高水平参赛提供了有力支
撑。

据介绍，冬奥会开赛以来，
科技元素已成为一大亮点。办
赛上，重点解决冬奥工程的实

际需求，突破了复杂山地气象
精准预报、寒冷山地奥运场馆
建设等技术难题，支撑鸟巢和
水立方智能化改造、氢能火炬
传递、开闭幕式活动中的科技
展示等，为实现高质量办赛提
供支撑。

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
喻红介绍了新技术的应用情
况。国家速滑馆的“冰”面，在
冬奥历史上第一个采用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制造，
为运动员创造更快的成绩提供
了保障。1.9 公里一次性喷射

浇筑成型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赛道，被国际雪车联合会主席
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场馆。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副司
长李志全表示，“科技冬奥”项目
为国家队跨界跨项选材和科学
化训练方案选择提供了支持。
例如，通过采集优秀运动员各项
指标、数据，结合项目和运动员
的训练指标参数，为训练方案的
科学化决策提供支持。同时，为
国家队设计模拟训练系统，例
如，利用风洞训练，协助运动员
完成姿态减阻优化。

北京冬奥会上应用的一系
列新技术、新产品，既是本届冬
奥会的宝贵财富，也是北京推
动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宝贵财富。在后冬奥时代，
在城市的发展中，也将持续为
科技冬奥的成果提供应用场
景，使冬奥科技成果从冬奥会
走向城市发展的应用场，飞入
寻常百姓家，也成为推动北京
国际科技中心建设和科技强国
建设的新动力。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柴智 郝浩宇 王莉 付怡

为了庆祝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奥运城
市发展促进中心、中华世纪坛
艺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
院共同举办了“印记冬奥——
大众篆刻作品展”，目前正在
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
为冬奥烘托浓厚的氛围。

本次展览的展陈面积约
2000平方米，包括冬奥会申办
筹办工作、海内外各界支持、
冬奥疫情防控、中国冬奥发展
历程、冬奥知识和新中国冰雪
运动等内容。该展览将中华
优秀传统“印文化”与奥林匹
克精神完美融合，通过篆刻艺
术来记录冬奥历史，宣传北京
冬奥会筹办成果，向全世界人
民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
精髓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坚定自信。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枚透明印章。据了解，
该印章名为“印记冬奥”，由奥
运印社、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共
同创作完成，是本次展览的主
题印章。“印记冬奥”由两块水
晶组成，印顶采用虎的造型，
寓意着北京冬奥会和中国虎
年喜相逢，印章周围摆设了15
块水晶装饰，分别代表本届冬
奥会设置的15个比赛项目。

据介绍，此次展览展出的
350余方大众篆刻作品，由篆
刻专业工作者、大中小学师
生、企业员工和科研单位职工

设计创作，生动体现了“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热情
支持冬奥、积极参与冬奥的信
心和决心。

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篆刻者来自五湖四海，身
份职业各异。其中，年龄最小
的只有9岁，是来自南京市赤
壁路小学赤心童印篆刻社团
的苏泓铭。他在指导老师郑
玮的指导下将国家体育场刻
在了5厘米见方的印章上，传
神又充满童趣。“鸟巢”“冰立
方”“冰丝带”等本届冬奥会的
竞赛及非竞赛场馆以各种不
同的形式被刻在了印章上，记
录下了篆刻者对北京冬奥会
的难忘记忆。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3月15日，期间将举办“印说
冬奥”等十余场活动。展览现
场还设有篆刻互动专区，为参
观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大众篆
刻体验活动。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王莉王莉 付怡付怡 柴智柴智 郝浩宇郝浩宇

风云人物

冬奥快车

李琪琪黎颖芊

冬奥会场馆的广东籍志愿者：

“亲眼见证冬奥会
就是最大的收获”

350余方篆刻作品
烘托浓厚冬奥氛围

冬奥会开赛以来，科技元素成为一大亮点——

冬奥史上首次采用二氧化碳制造速滑馆冰面

“印记冬奥”正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艺术馆展出

“印记冬奥”正开展 梁喻 摄

“父子兵”“兄弟连”“姐妹花”，书写动人奥林匹克故事

血脉亲情融入奥运梦
竞技体育赛场

上，相互鼓励、荣辱与
共的亲情十分动人，诠释
着热爱、传承、拼搏的奥林匹
克精神。在北京冬奥赛场上，
不乏有兄弟、姐妹组合，更有
子承父业的故事，形成一道
道靓丽的风景线，书写着
动人的奥林匹克故

事。

延庆赛区直升机转运伤员只需八九分钟！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已为9人实施手术

瑞士队选手伊雷妮·卡杜里施在比赛中摔倒受伤，工作人员正在施救，延庆赛区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高效 新华社发

挪威选手约翰内斯·廷内斯·伯厄和塔尔耶
伊·伯厄兄弟两人一起登上领奖台 新华社发

父子兵：
跨越34年同项目夺金

从 1988 年到 2022 年，跨越
34年，奥地利选手约翰内斯·施
特罗尔茨和父亲胡尔伯特·施特
罗尔茨一样，在高山滑雪男子全
能项目中夺得金牌，成为冬奥历
史上首对同项目夺金的“父子
兵”。

夺冠之后，约翰内斯异常兴
奋，“太令人吃惊了，赛前没觉得
这枚金牌属于自己，太神奇了，
似乎还在做梦一样！”他表示，父
亲曾在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
会夺得高山滑雪男子全能冠军，
每当想起父亲的照片以及他当
年赢得的冬奥会金牌时，便难以
抑制激动的心情。他的梦想终
于成真了，就是和老爸一样夺得
冬奥会金牌。

“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永不
放弃的例子。”施特罗尔茨说，

“我的经历证明，如果你相信你
自己，就要不断给自己机会，并
保持前行。”

约翰内斯的成功离不开父
亲的言传身教。父亲胡尔伯特
一共三次参加冬奥会，拿到 1
金 1 银。退役之后，胡尔伯特
出任奥地利一家冰雪运动学校
总监，培养冰雪人才。在他的
影响下，儿子约翰内斯从两岁
开始接触滑雪，长大后成为一
名高山滑雪运动员，进入了奥
地利高山滑雪队。

然而，约翰内斯的运动生
涯也有挫败之时。此前，他曾
因为成绩不佳被迫离开国家
队，在家乡当交警以谋生存。
在父亲的鼓励下，他才再度走
上赛场。约翰内斯提到，“我
的父母总是鼓励我要不断努
力，哪怕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也
要勇毅前行，这成为引领我走
向光明的重要原因。”

兄弟连：
“一金一铜”共登领奖台

挪威选手约翰内斯·廷内
斯·伯厄和塔尔耶伊·伯厄是冬
季两项运动员，兄弟俩一起参加
北京冬奥会。在冬季两项男子
10公里短距离比赛中，廷内斯·
伯厄以 24 分 0 秒 4 的成绩夺得
金牌，哥哥塔尔耶伊·伯厄取得
铜牌。在颁奖典礼上，兄弟俩一
起高举挪威国旗，十分兴奋。

“我很自豪，我为他感到骄
傲，而不是为自己感到骄傲，铜
牌对他来说意味着金牌。”弟弟
高兴地说道。同样的，哥哥也为
弟弟感到自豪，“我很早就看到，
10 年前或者更早，他将在未来
几年内无与伦比。”

虽然是亲兄弟，两人在训练
和比赛中却互不相让，以对手的
身份给予彼此最大的尊重。弟
弟坦言哥哥是个难对付的“对
手”。从小训练，哥哥就不会“让
人”，正是在彼此的刺激和鼓励
下，两人进一步增大了训练量。

“如今进行冬季两项比赛，让我
很容易就联想到以前和哥哥进
行的种种竞赛。”弟弟廷内斯·伯
厄说，自从哥哥 16 岁离开家庭
生活后，两人在家见面的机会少
了许多，最近十年来，兄弟俩一
直在各种比赛中并肩作战。

塔尔耶伊曾表示，能够在冬
奥会上与弟弟一起登上领奖台，
是他们最大的梦想。事实上，在
此前进行的冬季两项混合接力
4×6 公里比赛中，两兄弟已经
联手为挪威队夺得了一枚金牌
——梦想已经实现。在个人项
目比赛中，两人又一起登上了领
奖台，续写“兄弟连”的故事。

姐妹花：
三次携手参加冬奥会

高木菜那和妹妹高木美帆
均是日本速度滑冰运动员，北京
冬奥会是姐妹俩第三次携手参
加冬奥会。四年前，她们在平昌
冬奥会上双双摘金。

在北京冬奥会速滑女子
1500 米决赛中，两姐妹代表日
本队出战。姐姐高木菜那第十
组出场，位列第八。妹妹高木美
帆最后一组出场，排名第二。

“上次冬奥会，我在这个项
目没夺冠，拿了银牌还觉得挺幸
运。但这次再得第二，我心有不
甘。”高木美帆一脸遗憾。赛后，
姐姐第一时间拥抱她，给予安
慰。姐妹俩提到，“遇到问题时，
我们会互相沟通；遇到困难时，

我们会互相支持。我俩话不多，
但喜欢待在一起。”

姐妹俩出生在北海道，从小
一起训练滑冰。14 岁时，高木
美帆在速滑上展现出过人天赋，
屡获大奖，15 岁就参加了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但在2014的
索契冬奥会资格赛上，高木美帆
因表现不佳，没能获得参赛资
格。同一年，姐姐高木菜那表现
出色，顺利登场冬奥会。在低谷
时期，两人相互鼓励、互做陪练，

为下一次比赛奠定更好的基
础。四年后，姐妹两人共同亮相
平昌冬奥会。在个人项目上，姐
姐率先夺得金牌。之后，姐妹合
作，在团体追逐赛中为日本队夺
得金牌。

“我们在赛场上不仅是姐
妹，也是竞争对手，我们会互相
激励，但也要想着战胜对方。”高
木美帆说道。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詹淑真

实习生 顾巧妍

多彩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