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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冬奥

多彩冬奥

在北京冬奥会强大带动下，我
国冰雪相关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冰雪旅游发展势头迅猛，装备
制造增长迅速，竞赛表演、专业培
训、场地设施建设运营等产业不断
壮大，冰雪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冰雪旅游产业已形成了全国
分布，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成
为全国冰雪旅游发展的重点区
域；新疆、内蒙、湖北、贵州、山西
等地区把民族风情、自然风光与

冰雪旅游相融合，成为全国冰雪
旅游典型代表；广州、上海、昆明、
杭州等南方城市打造冰雪商业综
合体、室外戏雪休闲乐园多样化
的产品，成为全国冰雪旅游业的
新亮点。

据统计，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
数从 2016-2017 冰雪季的 1.7 亿
人次，增加到 2020-2021 冰雪季
的 2.54 亿人次，预计 2021-2022
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将

达到3.05亿人次，冰雪休闲旅游收
入有望达到3233亿元。

2015 年成功申办冬奥会以
来，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已经覆
盖到全国，冰雪运动已成为中国
家庭的生活方式之一，可以说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奥林匹
克运动和全球冰雪运动普及作出
了中国贡献。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柴智 郝浩宇 王莉 付怡

2月 7日，在2022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中，
21岁的中国运动员李文龙以1分
29秒917的成绩摘得银牌。

“第一次参加冬奥会，我没
有太大压力，就是努力往前走，
能走多远走多远。”对于第一次
亮相冬奥赛场就获得一枚银牌，
出生于2001年的李文龙平静地
说道，“这枚银牌对我是一个巨
大的鼓励，但这只是个开始。”

李文龙的教练认为，这名
00后小将“讲大局、有韧劲、肯
吃苦”。从一个热爱轮滑的孩
子蜕变成为国争光的英雄，背

后是日夜艰苦奋斗的付出。
在本次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0米接力半决赛中，李文龙在
距离比赛还有11圈结束时摔倒，
这一摔牵扯着全国人民的心，大
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赛后李
文龙却说：“没事，就胯骨和膝盖
有点影响，但不影响比赛。”

李文龙父亲说：“他以前训
练时，也经常受伤，孩子身上的
刀疤很多，训练时受过的伤加
起来缝了不下百针。”

正如李文龙所说的，“银牌
只是一个开始”，期待下一个赛
场他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或许连高佃亮自己都没
有想到，在 14年后，奥运不
仅再次回到了中国，再次回
到了北京，也让他的家乡张
家口实现了成为奥运之城的
梦想。这一次，高佃亮从申
办开始就全程参与奥运，用
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件“在
家里办的事”。在接受采访
的过程中，高佃亮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能为国家做点
事，我真的太自豪了。”

2015年 7月31日，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在马来西
亚吉隆坡宣布，北京和张家
口成为 2022 年冬奥会的举
办城市。在巴赫念出“北
京”的那一刹那，在申奥现
场的高佃亮激动得热泪盈
眶。当时高佃亮作为中国
剪纸界的唯一代表，带着他
的九幅作品应邀参与了那
次申办冬奥之旅。

早在2013年，高佃亮就
受张家口市政府的邀请，为
申冬奥创作了9幅冬奥运动
项目剪纸作品，助力申奥。
高佃亮说：“这9幅剪纸就插
在介绍张家口资料的小册

子里，一页一张。一方面，
组委会能够感受到张家口
申奥的热情，而且也会吸引
他们从头到尾、更认真地去
翻阅材料。”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
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在
张家口赛区举办，每名获奖
的运动员都会领到高佃亮
创作的剪纸作品。据高佃
亮介绍，他为了让这些参赛
运动员拿到的剪纸不褪色，
使用的染料可说是下了重
本，“自己家办的喜事，还去
谈什么亏与赚？如果他们
今后看到这幅剪纸，就会想
到自己曾经在张家口参加
过这个比赛。这才是最重
要、也是最宝贵的。”高佃亮
说。

在高佃亮的工作室里，
和冬奥相关的剪纸作品随
处可见。剪纸，这项传统的
中国艺术正在高佃亮手下
发扬光大，借着奥运的东风
向全世界传播着属于中国
文化的独特魅力。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郝浩宇 柴智 付怡 王莉

用剪纸留下双奥记忆

剪纸大师高佃亮
和他的奥运情缘
高大的个头，洪亮的嗓音，一双历经岁月的

大手苍劲有力。操着一口张家口蔚县口音的高
佃亮，似乎和蔚县大部分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
热情、好客、充满能量。56岁的他是蔚县剪纸的
领军人物，是蔚县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是河
北省首届一级工艺美术大师。

高佃亮和奥运结缘颇深。2008年，高佃亮是
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主要工作就是为国内外记
者们展示蔚县剪纸；在北京和张家口申办北京冬
奥会的过程中，高佃亮的剪纸作品已成为助力申
办冬奥、展现中国文化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符
号。日前，羊城晚报记者走进高佃亮位于张家口
蔚县的工作室，和他聊了聊他与奥运的那些故事。

作为中国唯一以阴刻
为主、阳刻为辅的点彩剪
纸，蔚县剪纸极具地方特
色，深含文化底蕴。它构图
生动优美，造型朴实大方，
色彩艳丽丰富，结构玲珑剔
透。早在 2006 年，蔚县剪
纸就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2009年进入了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名录。有着数百年历
史的它，是展现张家口乃至
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

出生于 1966 年的高佃
亮在6岁时就开始随母亲学
习蔚县剪纸。作为一名土生
土长的蔚县人，从小从事制
作、售卖剪纸的高佃亮走遍
了蔚县的每一个角落。在上
世纪80年代，高佃亮的剪纸
就已在蔚县小有名气，一张
小剪纸一分钱，大的五分钱，
高佃亮一天能卖出 200 元。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
是‘万元户’了，在那个时候
可了不得！”高佃亮笑着说。

“万元户”高佃亮并没
有就此满足，他希望他的剪
纸能走得更远，于是他来到
了北京。正是在这里，高佃
亮的剪纸走向了世界，他本

人也和奥运紧密地联系在
了一起。高佃亮的剪纸，在
北京同样大受欢迎，20世纪
90年代，高佃亮的剪纸作品
《八字图》就被作为外交部
礼宾司赠送外宾的国礼。

2001年，高佃亮为庆祝
北京申办 2008 奥运会创作
了巨幅剪纸作品《奥运颂》。
在中国地图上，剪出56个民
族围绕首都北京，载歌载舞
热盼申奥成功的壮阔场景，
如今这幅作品已被国家体育
博物馆永久性收藏。高佃亮
还为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剪
过画像，“萨马兰奇的那幅
（剪纸），现在就挂在他儿子
小萨马兰奇的办公室里”。
高佃亮略带骄傲地说。

2008 年在北京举办的
奥运给高佃亮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当时他作为北京
奥运会的志愿者，为全世界
的 记 者 介 绍 蔚 县 剪 纸 文
化。他回忆道：“奥运是中
国的盛事，我想为奥运贡献
点自己的力量。北京那时
候的变化，真的可以用翻天
覆地来形容，我当时就想，
如果这样的盛会能来到我
的家乡张家口就好了。”

在北京和奥运结下不解之缘

全程助力“在家”举办的奥运

风云人物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结果，从北京冬奥会申办

成功至2021年10月，中国已实现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3.46亿人，
居民参与率达到24.56%,全国已有654
块标准冰场，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已经实
现，这是北京冬奥会最大的成果。

2月17日，2022北京新闻中心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相

关情况。

“冬奥热”带动全民“冰雪热”
中国已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3.46亿人！

据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
长涂晓东介绍，发展冰雪运动
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通过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来推
动体育强国建设，实现夏季项
目与冬季项目的协调发展。我
国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口
规模、经济基础决定了，必须创
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冰雪运
动发展之路。

通过实 施“ 南 展 西 扩 东
进”战略，积极引导不同区域
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开展群
众性冰雪运动，宜冰则冰、宜
雪则雪，室内室外同步发展，
促进冰雪运动区域互动合作,
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发

展格局。
推动冰雪运动“四季

拓展”，积极运用
新技术、新方法，
大 力 推 广 仿 真
冰 、仿 真 雪 等 新
技术，推广建
设气膜馆、可
移动冰场等简
易场馆，推广
普 及 旱 地 冰
壶、滑轮等新
项目，吸引更
多群众接触冰
雪运动，感受
冰 雪 运 动 魅
力。

冰雪运动参与人群已从小
众走向大众，参与空间从地区
走向全国，参与时间从冬季变
为全年，冰雪运动不仅“走进”
山海关，还“迈过”秦岭淮河，
实现全国覆盖。

各地蓬勃开展的群众性冰
雪运动，成为“健康中国”亮丽
风景线。随着冰雪运动普及程
度的提高，冰雪运动文化的广
泛传播，大众对冰雪运动的喜
爱程度逐步提升，冰雪运动自
发参与率也逐步提高。

据统计，有 92.64%的大众
通过自发的方式，参与到冰雪
运动之中。在“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带动下，

以冰雪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冰雪
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

2020-2021 雪季冰雪休闲
旅游达到2.3亿人次，冰雪休闲
旅游收入超过 3900 亿元。冰
雪运动在推动乡村振兴、地方
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和
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
国家体育总局抓住历史机遇，以
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活动为
基础，大力推动实施冰雪运动

“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引导广大
群众走向冰场、走进雪场，拥抱
冰雪运动，助推“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实现。

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
司副司长邱汝介绍，随着北京
冬奥会的举行，群众关注、参与
冰雪运动等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的热情日益高涨。

自2021年 11月份以来，各
地共举办线上线下与冬奥相关
的群众性赛事活动近 3000 场
次，参与人数超过1亿人次。其
中，既有群众性冰雪运动挑战
赛等比赛，也有冰雪运动欣赏
与趣味体验活动，以及冬奥文
化普及主题展、知识培训等。
此外，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以
迎冬奥、支持冬奥为主题的非
冰雪项目群众性赛事活动，增
加群众通过冰雪运动、体育健
身带来幸福快乐的获得感。

冰雪运动在祖国大江南北
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各地根
据季节特点和地方特色，室内
外相结合，宜冰则冰、宜雪则

雪，各有侧重地开展群众性冰
雪活动，形成了东南西北遥相
呼应、冬夏两季各具特色、冰上
雪上全面开花的新格局。

此外，冰雪运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参与主体更加多元，
人群和地域覆盖面更广。“冰雪
嘉年华”“冰雪运动会”等各类
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贯穿全
年，实现人群全服务、地域全覆
盖、全国大联动。

围绕推动增加群众冰雪运
动场所，体育总局积极组织开
展群众滑冰场建设试点。新建
改建的室内冰场、雪场推动着
冰雪运动向“四季延伸”，成为
大众生活的新风尚。数据显
示，截至 2021 年年初，全国已
有 654 块标准冰场，较 2015 年
增幅达 317%；已有 803个室内
外各类滑雪场，较2015年增幅
达41%。

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冰雪产业快速发展

冰雪运动实现全国覆盖

冰雪运动成为新风尚

用突破极限的勇气、信心、毅力、实力和骄人的成绩单——

“00后”在冬奥赛场画出一个个惊叹号

本届北京冬奥会，18岁的
特莎·莫德代表美国队出赛，在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
格赛中取得了53.50分的成绩，
排名第16，遗憾未能晋级决赛。

虽然没有夺得奖牌，特
莎·莫德却收获了不少中国网
友的喜爱，甚至有人称她是

“全程沉浸式体验冬奥”。特
莎·莫德以她自身的经历，向
我们展示了这届“00 后”运动
员的特色。

刚到北京，特莎·莫德就
分享起北京冬奥会的床，还
兴奋地分享了床用遥控器的
样子，详细地介绍了床垫的
多个功能。

在冬奥村里，她又分享起
中国美食，如饺子、麻婆豆腐、
豆沙包、担担面等，直言“想把
好吃的都带回去，因为以后就
吃不到了”。

比赛结束后，特莎·莫德
要回美国，她在社交平台分享

自己在中国的最后一天，说着
说着就开始哽咽，“我很难过”

“我会在飞机上哭的，我要哽
咽了，爱你们”。

网友问她为什么难过，她
说“我不想回家”。

不少网友祝福她一切顺利，
并由衷地感慨，“这就是奥林匹
克精神的魅力，将不同国家的人
连接在一起，真是太棒了”！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詹淑真

实习生 顾巧妍

特莎·莫德：恋上北京冬奥，不想回家

安娜·谢尔巴科娃今年17
岁，因长相出众、气质优雅，演
出从容，被粉丝们称作“小千
金”。

2月 15日晚，北京冬奥会
女子花滑短节目开赛。比赛
时，谢尔巴科娃身着一袭黑裙
亮相，犹如一只高贵的黑天
鹅。随着音乐声响起，谢尔巴
科娃展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凌
厉气势，旋转跳跃间尽显霸
气，整套动作高质量完成。最

终，她获得了80.20分，创造了
自己新赛季的最佳纪录。

“这是一套完美无瑕的节
目！”央视解说陈滢称赞道。
一旁的陈露也表示赞同，“她
的艺术表达能力进步了很多，
以前会担心她在场上稍微僵
硬，但今天晚上表现得非常
好”。

安娜·谢尔巴科娃是俄罗
斯花样滑冰女选手，是花样滑
冰世锦赛女子单人滑冠军。

同时，她也是首位完成勾手四
周接后外点冰三周连跳、两次
勾手四周跳的女子单人滑选
手。

赛后，谢尔巴科娃在社交
媒体平台上发文称：“谢谢家
人们的鼓励和支持，爱你们！”
并配上了一段小视频。视频
中，她的家人祝愿所有冬奥健
儿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
为你们自豪，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永远在一起。”

谢尔巴科娃：美貌与实力并存

“我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
示给外国人，告诉他们，在中国，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也有
人在滑，而且只用三年的时间练
习也并不差，我们是有一些自己
的东西的。”17岁的中国小将何
金博认真地说道。

2月15日，作为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项目参赛选手中最年
轻的一个，何

金 博

完成了自己在资格赛中的两轮滑
行。第22名的成绩虽然未能晋
级决赛，但作为第一个参加冬奥
会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比赛
的中国男子选手，他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突破。

何金博是跨界跨项选拔出
来的运动员。2015 年，他进入
武校学习，一直到 2018 年才转
入自由式滑雪训练。从开始训
练到参加冬奥会比赛，他只用了
三年的时间。

何金博：只练三年就登上冬奥舞台

本届北京冬奥会，19 岁的
赵丹代表中国参加女子钢架雪
车比赛，这也是中国首次参加冬
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
赛。最终，赵丹以总成绩4分09
秒 52 位列第 9 名，创造了中国
女选手在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

赵丹还是中国代表团在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的旗手，她表示，

“能够在主场参加冬奥会已经让
我觉得很幸运，担任旗手更让我
感到身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我

一定会珍惜这份信任，争取在赛
场上，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钢架雪车是一项极限运动，
因为过于惊险刺激，曾两次被取
消冬奥会资格。赵丹也曾在一
次次滑行失败后陷入自我怀
疑。经过一次次的努力，不断累
积滑行经验，她才慢慢摸索出门
道，取得突破。

年纪小、进步快、心态稳、敢
于突破，赵丹向我们展示了最好
的她。

李文龙：银牌只是个开始

赵丹：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时段，只要抓住机
遇，就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2022北京冬奥会无
疑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让出生于千禧年之后的中
外运动员，用突破极限的勇气、信心、毅力、实力和
骄人的成绩单，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谷爱凌、苏翊
鸣、朱易等流量00后无论他们获得奖牌与否，都将
在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充满激情的惊叹号!

高佃亮制作的剪纸 受访者供图

安娜·谢尔巴科娃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李文龙（前）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