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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过后
这片山林没有回归寂静

张家口冬奥村
进入冬残奥筹备和转换阶段

新华社河北崇礼 2 月
24日电（记者杨帆、郭雅茹）
日前，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张家口冬奥村正式闭村，进
入冬残奥会转换期。

张家口冬奥村位于张
家口赛区核心区域，向南距
古杨树场馆群10分钟车程，
北距云顶滑雪公园12分钟
车程，占地19.7公顷，总建筑
面积23.9万平方米，分居住
区、广场区和运行区。

记者采访了解到，张家
口冬奥村自1月23日预开
村、1月27日正式开村以来，
已接待59个国家（地区）奥
委会代表团，2200余名运动
员 及 随 队 官 员 居 住 和 生
活。2月15日起，相关人员
陆续开始返程，张家口冬奥
村提供的送离服务得到了
各代表团高度评价。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
部副部长、张家口冬奥村场
馆运行团队主任贾凯表示，
场馆运行团队始终将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放在与冬奥

会同等重要的位置，各
部门、各岗位齐心协力，

为实现“两个冬奥，同样精
彩”不断努力。

目前，在张家口冬奥
村，部分建筑已经张贴上了
冬残奥会标志，在村口的临
时建筑中，正在开设假肢轮
椅维修中心。转换期内，张
家口冬奥村将全面展开检查
无障碍设施设备、增加必要
盲文引导标识等转换工作；
对功能空间、流线、服务设施
等进行必要的调整；启用矫
形器、假肢与轮椅维修中心；
运行村内摆渡车；针对无障
碍设施缺失、断点问题进行
及时整改、改造和提升。

贾凯介绍，除硬件转换
外，运行团队还进行了冬残
奥会保障培训，确保场馆工
作人员做好服务冬残奥会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的充分
准备，对冬残奥会特殊需求
了解并有充分的工作计划
和资源准备，为工作顺畅有
序开展打好基础。

张家口冬残奥村将于2
月25日预开村、2月27日正
式开村，赛时将接待700多
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电影《我心飞扬》在京首映
讲述中国首枚冬奥金牌故事

北京冬奥组委特许授
权电影故事片《我心飞扬》
将于 2 月 25 日全国公映。
电影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
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联合摄制，改编自短道速滑
运动员杨扬为中国实现冬
奥金牌“零的突破”的故事。

日前，《我心飞扬》在中
国电影博物馆举行了首映
式，电影充分展现了短道速
滑这项冰上运动的独特魅
力，直击人物努力拼搏的内

心世界，将中国体育人的热
血浓缩于光影之中，体现了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奥林匹克新格言。

首映式现场，中国冬奥
首金得主杨扬以视频方式
和观众互动，她表示，这部
电影浓缩了冰雪健儿一路
奋斗的心路历程，既能唤起
观众对过去几代冰雪人的
记忆，又能向刚刚奋战而归
的冬奥健儿们致敬。

新华社

六足冰壶机器人
“逐梦”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记者马思嘉、梁金雄）在北
京冬奥会冰壶赛事场馆国家
游泳中心“冰立方”，一只六
足机器人中间两腿“双膝跪
地”，后侧两腿向后蹬起踏
板，两只“手”“抱住”冰壶旋
转前进，在前置线前“松手”
后用力一推，冰壶随即滑出，
准确击出大本营内“对手
壶”。

这是世界上首款模仿人
蹬踏、支撑滑行、旋转冰壶行
为方式的六足冰壶机器人，
是在“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支
持下，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智能制造功能平台有限公司
组成的六足冰壶机器人研究
团队共同研发的。

据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后、六足冰壶机器人科研团
队负责人赵越介绍，目前机
器人已具备基本投壶、击打
能力，准确度较高，还能在投
完壶后“起身”“走”回投掷区
——这些“技能”是基于机器
人的视觉和力觉感知能力。

2018年平昌冬奥会后，
轮式冰壶机器人“诞生”，主

要通过轮子驱动前行，与人
投掷冰壶行为有所区别，六
足冰壶机器人在模仿人类投
壶行为上迈上新台阶。

冰壶又被称为“冰上国际
象棋”，是智慧与技巧的比
拼。“我们团队在六足机器人
研发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
难度在于大家此前都不了解
冰壶，因此也多次向专业人
士请教，得到了许多有效建
议。”赵越说。

目前，六足冰壶机器人尚
未能达到团队最初目标，虽
然实现对冰壶运动员系列动
作的模仿，但还不具备决策
功能。“我们还将结合人工智
能算法，对机器人进行升级，
赋予其决策功能。”赵越说。

六足冰壶机器人将被投入
到实际应用中。赵越说，机
器人可以帮助制冰师了解场
馆冰面情况，助力冰壶场馆
设施调试；经过升级，还能成
为冰壶运动员的“陪练”。“机
器人在冰壶比赛间隙也可以
进行‘表演’，提高大家对冰
壶运动的兴趣，尤其是提高
青少年的科研兴趣。”

脚踏单板从雪道顶端飞驰而下，转弯，俯冲，平稳落地……

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的高级雪道上，一位滑雪高手漂亮
的动作引起一片叫好。此刻，山谷之间、密林环抱的滑雪场，呈
现着动静相融的和谐之美。

在吉林的多个雪场，尽管不是节假日，各雪道仍有数量可
观的滑雪者，售票处和空中载人索道等区域仍需排队入场，雪
场内欢腾又秩序井然。

“今年是我第三次来，明显感到人越来越多。”在吉林万科
松花湖滑雪场，来自安徽的孙成动作行云流水，颇有高手范
儿。他告诉记者，随着北京冬奥会举办，更多亲友对滑雪产生
兴趣。这次他与四位好友相约前来，还
结识了海南、江苏、湖北的雪友。

在长春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很
多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学滑雪，一些孩
子已经熟练掌握了技巧。这个雪季，10
多家俱乐部在这里举办儿童滑雪冬令
营，其中不少是南方的俱乐部，1000多
名儿童前来学习滑雪，短短一个月就实
现了从零基础到上高级道的蜕变。

成年群体中发烧友也不断涌现，来自湖北的王楠便是其中之
一。2021年，她在长白山首次“触雪”后就爱上这项运动。今年她
专程来到长白山万达泰格岭山地公园滑雪，还请了私人教练提高
技术水平。

“冬奥和春节小长假结束后，又临逢开学，客流量有所下降，但
同比增加明显。”通化万峰滑雪场营销总监白喜彬说。长春庙香山
温泉滑雪度假区文创部经理张轶男也表示，当前的客流较往年同期
多出30％到40％。几位雪场负责人预计，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将一直持续到3月中下旬这个雪季结束。

万众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于 2 月 20
日落幕，但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度却保
留着余温。在长白山下、在松花湖畔、
在山林之间、在洁白的滑雪道上，不少
人穿林疾驰。这片山林没有因为冬奥
结束而回归寂静，大众对于冰雪的热爱
仍在尽情挥洒……

怎样让冬奥会带来的冰雪热度在更广
大的冰天雪地里持续升温？冰雪人早已在
拾柴加薪。

过去几年，在冰雪大省吉林，每年浇建
公益冰场400块以上，鼓励市民免费上冰，
还发放冰雪消费券，激发全民参与冰雪运动
的热情。吉林省出台了“‘百万学生逐雪嬉
冰’工程实施方案”，设定了“建设500所冰
雪运动特色学校”的目标。长春市为3.8万
名六年级学生提供免费的滑雪课程，鼓励娃
娃上冰雪……种种举措，皆为北京冬奥会结
束后，继续激发冰雪运动持久的生命力。

吉林省曾举办全国首个以雪为主题的博
览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累计吸引了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 10多个省份的近
2000个品牌参展，使合作开放局面进一步扩
大，推介力度进一步加强。同时，吉林还与浙
江等地开展对口交流，实现游客置换，让更多
南方游客接触冰雪，爱上冰雪。以吉林万科
松花湖滑雪场为代表的一众滑雪度假目的地
还与抖音、B站、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开展直
播等合作，营造和传递“滑雪是一种时尚”的
态度，致力将其打造成国民运动。

冰雪运动的升温也为各大雪场带来强
化自身IP，带动四季旅游的契机。“我们过去
几年在夏季开展了滑翔伞、热气球、水上运
动等项目，并利用每个月份不同的花卉主题
来吸引游客，接下来还要把活动、项目做得
更为丰富，形成四季运营的新增长点。”吉林
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度假区总经理办公室主
任张明说。

“想要对一项运动保持持久热爱，除了
加大宣传、完善环境外，更要深挖其背后的
文化资源，产生思想上的认同感。”张明说。

当前冰雪已经成为吉林省重点扶持产
业。吉林大学于 2021 年 5 月获批成立了

“冰雪旅游场地装备与智能服务技术”文化
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主任辛本禄介
绍，他们将定期发布中国冰雪经济发展指数
报告，为政府部门、企业和游客提供数据支
持和决策依据，为持续擦亮冰雪名片贡献智
慧。新华社长春 2 月 24 日电 (记者陈俊
孟含琪 张博宇)

乘势拾柴加薪

热爱持续上演

在长白山万达泰格岭公园，几位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
学习单板动作，即便摔倒了，也勇敢地站起来继续前行。

“我的偶像是苏翊鸣，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学习训练过！”“真希
望有一天能在这里遇见苏翊鸣哥哥！”这些小朋友纷纷把冬奥运动
员作为偶像。

“即便孩子将来不做专业运动员，也希望能像苏翊鸣一样拥有
健康的体魄和强大的内心，所以送孩子到这个苏翊鸣曾练习滑雪
的地方，让他从偶像身上找到更多共鸣！”家长张彦林说。

优秀运动员效应吸引更多人学习冰雪，爱上冰雪。吉林各大
滑雪场也纷纷抓住机遇，提升与北京冬奥会的关联度，让更多人在
这里拥有“虽未身临赛场，却仿佛置身赛场”的共鸣。

有的雪场初、中、高级雪道设置分明；有的雪场具备国际雪联认
证雪道，可以举办大小回转及坡面障碍等专业赛事活动；有的具备
世界级的地形公园和雪道区，符合运动员训练条件……长春市民李
志楠去过省内多家雪场。“体验感特别好，每次滑雪都感觉自己也像
冬奥运动员一样，仿佛身临赛场，正在进行酣畅淋漓的比赛。”他说。

共鸣无处不在

2月15日，中国选手苏
翊鸣在比赛中。

当日，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
决赛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
台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2月15日，中国选手苏
翊鸣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