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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那么大，物产那么丰富，
但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会
旗、会徽、场馆在设计时，却不约而
同 地 用 到 了 同 一 种“ 内 蒙 古 特
产”——云彩。

没错，是云彩，不是草原。内蒙
古可是有着“云彩制造商”的美誉，

“蓝天+白云”是内蒙古最铁的“搭
子”。

看，“十四冬”的奖牌上有云，奖
牌正面由云纹围绕着运动会会徽；
会旗上有云，白色的会旗就是来
自朵朵白云，蕴含着纯洁、善良、
吉祥与美好；火炬上有云，虚实结
合的祥云点缀在火炬上，给人天
高云淡的辽阔感，就像是躺在草
原上，看着白云那么遥远，仿佛又伸
手可得。

“十四冬”场馆里也有云。站在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东山眺望，

“十四冬”主场馆内蒙古冰上运动训
练中心仿佛天上云朵的倒影，场馆
外形如云卷云舒，又好似圣洁的哈
达飘然舒展，带着北疆儿女的热情

向冰雪健儿敞开怀抱。
“十四冬”主场馆工程建设指挥部

总工程师苏宝民介绍说，设计之初就
想通过这个场馆来充分展现内蒙古的
特点和风貌，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
爱上内蒙古。于是经过反复的修改
后，最终确定使用卷云、哈达等元素，

“卷云”寓意吉祥如意，“哈达”表示内
蒙古热烈欢迎八方宾客。

内蒙古的云真就那么多，那么美
吗？没错，卷层云、堡状云、高积云
……在亮丽的祖国北疆，云朵千变万
化，以天空为荧屏，随着时间、天气的
变化进行各种演绎，时而团团相聚，堆
积一起，时而各自行动，伸展开来浸染
天际。内蒙古的这方蔚蓝、这份纯净，
如今不仅在草原，即使在城市中也可
以坐拥蓝天白云。

天高云淡，云卷云舒，是草原最平
常的画面，却可能是你从未见过的风
景。来内蒙古，看“十四冬”的同时，也
抬头看看带不走的“内蒙古特产”——
蓝天和白云。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8日电）

不约而同，
“十四冬”设计元素都用它！

——“十四冬”科普
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蒋婧 王春燕

在 2024 江原道冬青奥会的冰
壶赛场，尼日利亚队或许是最不起
眼的队伍，他们在此前的混合团体
赛中难求一胜，其中不乏多场大比
分失利。他们或许又是最具存在
感的队伍，作为首支参加冬青奥会
冰壶项目的非洲队伍，他们每得一
分，全场观众都会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

在 26 日的混合双人赛与匈牙
利队的比赛中，尼日利亚队员丹尼
尔在完成一次漂亮的投掷后，激动
地大喊了一声“Yes”，甚至高兴地
跳了起来。每当打出好球，他们的
亲友团也会立马展现出热情的天
性，在一旁手舞足蹈。比赛结束，
丹尼尔走上看台，现场的小观众们
就如同遇上明星一般，与他击掌
相庆。

瘦瘦的丹尼尔戴着一副眼镜，
看着像是个学霸。事实上他确实是
个高中生，练习冰壶四年了。“我还
没有放假，但学校同意我来比赛了，
毕竟这是奥运会级别的赛事，可太
重要了！我在这里做作业，然后再
传给老师。”

为什么没有去练足球或者田
径？面对记者的问题，丹尼尔说：

“在非洲这是一项特殊的运动，很多
人疑惑没有冰场我们怎么练习。但
我们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即便如
此，我们也能参加冬青奥会。”

丹尼尔和他的队友们所付出的
努力，几乎超越了大多数人的想
象。因为气候和场地受限，他们只
能在地毯上训练，而他们每天做的
最多的练习就是用冰刷（Broom）
模仿刷冰，甚至有人结合电影《哥

斯拉》（Godzilla），给他们起了一个
外号“Broomzillas”。对此，尼日利
亚的另外一名队员查尔斯说：“我
喜欢这个名字，这让我们倍受鼓
舞。”

这不是这支尼日利亚冰壶队第
一次出国参赛，他们此前曾前往芬
兰参加青少年冰球世锦赛。但这
次从遥远的非洲大陆来到韩国，他
们一路走来远不止旅途中的风尘
仆仆。

由于冰壶项目在尼日利亚太过
冷门，即便相关部门知道队伍所处
的困境，也无能为力。队员们差点
因为凑不齐旅费不得不放弃参赛，
他们曾发起众筹活动但收效甚微，
最终在队员们父母和尼日利亚冰
壶协会主席的资助下才如愿以偿。

“（尼日利亚队）成为第一支来

到这里的非洲球队，我作为队中的一
员，这种感觉太棒了！”在混采区，丹尼
尔的队友阿德古恩的脸上有一丝
得意。

在冬青奥的舞台，丹尼尔看见了
更广阔的世界，未来困难还会存在，但
阻挡不了他梦想的权利。“我希望更多
尼日利亚的年轻人参与这项运动，我
也希望将来能和队友们参加冬奥会，
这是我的愿望。我们没有冰场，没有
钱，但一切都可能发生。”

丹尼尔和队友们的登场，正是冬
青奥会越来越多元的一个缩影。那些
冰雪运动后发国家（地区）的运动员人
数稳步攀升，在奥林匹克的光芒下，这
群孩子无论来自何方，都用亲身经历
响应着本届冬青奥会的口号“共成长，
永闪耀”。

（新华社韩国江陵1月27日电）

他 们 的 艰 辛 ，远 不 止 万 里 旅 途
新华社记者 韦 骅

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 27
日，北京冬奥会冠军谷爱凌在美国
阿斯本举行的世界极限运动会（X
Games）冬季赛中夺得自由式滑雪
女子U型场地技巧金牌。

谷爱凌的夺金分数为95.66分，

英国选手阿特金和加拿大人弗雷泽
分获二、三名。

本场比赛开始前，谷爱凌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此次她是带
伤参赛。“几天前在训练中的不
幸 受 伤 ，导 致 我 一 直 无 法 行 走

…… 但 我 决 定 今 天 将 尽 全 力 参
加 XGames 的 U 型 场 地 技 巧 比
赛。”

“这项运动需要很多牺牲，有时
候成为最强的人，不仅仅是要击败
对手，还要战胜自己。”谷爱凌在文

中说。
这是谷爱凌在世界极限运动会冬

季赛上得到的第四枚奖牌。2021年，
她首次参加该项赛事就获得自由式滑
雪U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金牌，
以及大跳台比赛铜牌。

世界极限运动会冬季赛：谷爱凌带伤摘金

第四届冬青奥会正在韩国江原
道举行，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
会副主席于再清和李玲蔚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队取得的
成绩鼓舞人心，体现了北京冬奥会对
后备人才培养的积极带动作用。而
冬青奥会这一属于青少年的奥运赛
事在办赛规模、项目设置、文化教育
等方面还有调整优化的空间。

谈中国队：成绩鼓舞人心

江原道冬青奥会是北京冬奥会
后，中国首次组队参加冬季项目国
际综合性运动会。赛程过半时，中
国队的奖牌总数就已超越过往两届
赛事；截至1月27日，中国队共获得
5金 8银 3铜，奖牌总数暂居第一，
金牌榜暂居第四。

于再清表示，这次冬青奥会确
实实现了高水平竞技的目标，从成
绩上看各队表现普遍高于上届。中
国体育代表团也是如此，在赛程过
半的时候成绩就已经超过上届，这
一成绩鼓舞人心。

李玲蔚也认为，中国队在本届
赛事的亮眼表现与北京冬奥会的成
功举办和冬季项目人才培养紧密相
关，这一成绩也将对我国冬季项目
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谈“兔子战术”：体现青奥
特色

在短道速滑女子 1500 米决赛

中，中国选手杨婧茹和李金恣成功
运用“兔子战术”，夺得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本届赛事的首金。这对中
国短道速滑“萌妹子”把对手滑懵
圈的同时，也和“兔子战术”一起火
热“出圈”。杨婧茹在队友的掩护
下成功套圈大部队，在队伍的“最
后一名”冲线夺冠，其他队伍的选
手在比赛尾声竟然忘记已被“兔
子”杨婧茹套圈，纷纷在倒数第二
圈冲刺……

对于这次“兔子战术”的成功运
用，李玲蔚说这恰好体现了青奥赛
事特点：初登奥运舞台，14至 18岁
的青少年运动员缺乏经验、难免
紧张。

“在冬青奥赛场，有些被看好
的、预期较高的，不见得就一定拿到
好成绩，反而有些没被看好的会有
所斩获。”李玲蔚说，“对于中国队
成功运用‘兔子战术’的两人来说，
无疑是一次经验的积累。而对于
那些失败的人来讲，在他们的成长
过程中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记
忆。”

李玲蔚是世界羽毛球史上第一
个集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全英
锦标赛和世界系列大奖赛总决
赛金牌于一身的女子单打运动
员。 她希望年轻运动员在成长
过程中学会面对失败，因为竞技
体育没有天生的冠军，每一个冠
军都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其实

竞技场如同人生一样，最关键的就
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积极面对未
来。”

于再清表示，冬青奥会是参赛
者追逐冬奥会梦想的开始，希望他
们将来梦想成真，取得 2026 年米
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参赛
资格并夺得奖牌。

谈青奥未来：仍有优化
空间

从 2010 年的新加坡到 2024 年
的韩国江原道，三届夏季青奥会和
四届冬季青奥会展示了其独特的
魅力与价值。但在影响力、商业价
值等方面无法与奥运会和冬奥会
媲美的情况下，青奥会和冬青奥会
将走向何方，要如何融入奥林匹克
运动的整体改革？

对此，于再清表示，冬青奥会因
为是青少年参加的运动会，水平无
法与冬奥会相比，故电视转播价值
相对不高，免费观赛是共识，没有
门票收入。赞助企业没有太多兴
趣，导致举办经费不易筹措，面临
诸多困难。但是，目前情况还好，
很多国家或地区对申办冬青奥会
仍然有兴趣。

李玲蔚说，这一赛事在办赛规
模、项目设置、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
调整优化的空间。首先，青奥会和
冬青奥会的定位与奥运会、冬奥会
并不相同，赛事相当于青少年运动

员走向奥运舞台的一个台阶。不管是
冬季还是夏季，许多奥运冠军都是从
这个平台走过来的。这一定位也决定
了青奥会和冬青奥会更要节俭办赛、
精简规模。

其次，体育与文化、教育的融合是
赛事一大特色。本届冬青奥会比起夏
季青奥会，在体育与文化、教育的融合
方面的规模相对小一些，再加上冬季
天气寒冷，这次很多文化教育活动在
冬青奥村进行，便于运动员去体验，同
时相关项目对于青少年未来的发展也
很有贴近性。

第三，面向青少年，意味着青奥会
和冬青奥会从诞生之初就被深深打上
了“创新”的烙印，是新项目、新规则的

“实验室”。与此同时，举办青奥会也
是检验办赛能力的“试金石”。李玲蔚
说，青奥设项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跟着
奥运的设项趋势，另一种是不完全跟
奥运项目匹配。在她看来，设项不能
为了创新而创新。

她以江原道冬青奥会为例说，本
届冬青奥会的九个场馆中，有七座是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场馆。“如果冬青
奥会的项目是一个全新的、有别于冬
奥会的项目，那么从场地建设、运行团
队等各方面来看，费用和成本其实是
增加的，而且也不能确定这一创新在
未来能否应用到成年奥运会，因此大
家对青奥项目设置的创新还是有不同
看法的。”

（新华社韩国江陵1月28日电）

中国队在冬青奥会表现鼓舞人心
——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于再清、李玲蔚

新华社记者 姬烨 陆睿 韦骅

1 月 28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
2024 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大师赛
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祉怡 2 比
0 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夺得
冠军。

图为当日，冠军王祉怡（右）
和亚军奥原希望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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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思捷环球竞技场，今年夏天欧
洲足球锦标赛赛场之一，目前地下车库等设施
在装修改造。一些外地赶来的记者可能会迷
失在复杂的施工流线矩阵中，费尽周折找不到
媒体工作间、新闻发布厅和媒体餐厅，却可以
随处看到醒目的标语——“所有人的杜塞”。

这是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本赛季全场球票
免费测试项目的名称。

27 日，杜塞主场 1:2 不敌德乙联赛“领头
羊”圣保利。思捷环球竞技场 5.46 万个座位，
到场超过 5.2 万人，远超本赛季平均上座人数
（3.7 万人），甚至超过上赛季德甲联赛平均上
座人数（约4.3 万人），而德甲平均上座人数在
整个欧洲都是首屈一指。

“所有人的杜塞”正在发挥积极效力。杜
塞尔多夫俱乐部本赛季计划有三场“免费入
场”测试赛，当天的比赛是第二次测试全场球
票免费，在线申请球票的人数约13万，超过上
一场测试赛。

当天这场比赛也得到了超出德乙正常范
畴的关注度——双转播商转播。两个转播商
同时转播一场德乙比赛较为罕见，然而，这场
比赛除了天空电视频道外，德国体育一台也加
入了转播。

美国《福布斯》、德国《踢球者》等媒体将杜
塞的球票新政称为“开创性、革命性举措”。一
家德乙俱乐部，何以敢为天下先，做出在欧洲、
乃至世界职业足坛上都前所未有的尝试？

一方面，现在很多年轻人被“禁锢”在手机
和平板电脑前，现场看球人数规模并不乐观。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杜
塞尔多夫俱乐部首席执行官约布斯特引用一项调查指出，63%的德国人表
示，越来越贵的球票让他们倍感压力，不愿将现场看球当作常规消费。“免费
入场”是想让那些喜爱足球，却无力支付球票的人回到赛场。

客观来说，杜塞找到了实力雄厚的金主，来弥补由于实施免费政策而流
失的收入。解决俱乐部后顾之忧的赞助商主要是科技、银行、金融、保险领域
的大企业。合作项目将在未来五年内为俱乐部带来4500万欧元（约合人民
币3.5亿元），除了补贴男足收入损失外，20%的资金将注入青训和女足，还有
20%的资金注入数字化建设等多个领域。

约布斯特介绍，俱乐部的这些赞助商是战略合作伙伴，不是投资人。这
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赞助商不只是为“免费入场政策”买单，而是通过深度
整合资源帮助俱乐部获得更好的发展；二是赞助商无论出多少钱，都不能改
变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和话语权。第二点，至关重要。

与英超、意甲、西甲等欧洲联赛不同，德国职业足球对俱乐部的“人民性”
和“集体主义”属性有股子执拗劲，对“有钱人说了算”的逻辑嗤之以鼻。德国
职业足球至今恪守“50+1”原则，在涉及俱乐部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不论外部
投资人占据多少股份，都不能一言独大，作为俱乐部会员的球迷群体掌握最
终话事权。

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前不久召开德甲、德乙所有俱乐部参加的大会，投票
决定成立新公司，引入战略市场伙伴（外部投资），经营德甲、德乙在海外的电
视版权，未来20年中让渡部分收益。虽然这个决议最终投票通过，但杜塞投
了反对票。可见，他们有多么尊崇俱乐部归球迷所有，对球迷负责的理念。

在职业足球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50+1”原则对德国足球发展
的束缚也越来越明显。俱乐部需要金钱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而“杜塞模式”
为中小俱乐部提供新的思路。

约布斯特认为，当前的合作模式给俱乐部带来的机遇多于风险。比如，
思捷环球竞技场不是杜塞尔多夫俱乐部财产，所有权归杜塞尔多夫市政府。
场馆内餐饮服务掌握在市政府手中，面对几万人的餐饮服务，俱乐部却挣不
到一分钱。而对于那些拥有球场的大俱乐部来说，这些收入自然入账俱
乐部。

通过“免费进场”试验，俱乐部向市政府释放清晰的信号，让更多杜塞市
民受益，以此作为谈判筹码，希望市政府也可以让渡一些场馆经营方面的权
益，比如允许俱乐部参与餐饮服务。

在约布斯特看来，参与场馆经营可以挖掘出俱乐部更多发展潜能，如果
将来以这样的模式谈下更多赞助商，俱乐部不仅可以免费开放更多场次，更
重要的是，继续坚定“50+1”原则，给德国其他中小俱乐部做出表率。

杜塞尔多夫市市长凯勒表示：“我非常支持俱乐部的这个项目。足球向
每个人开放，让足球成为城市根基，深入人心。”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杜春国与杜塞俱乐部管理层针对“免费球票政
策”进行过深入探讨。据杜春国介绍，杜塞俱乐部在做年度预算时，把免费场
次和预期利润算进去，按照预算找合作商。大多数俱乐部的思路是赚钱越多
越好，而杜塞的思路是维持预期利润即可。

杜春国认为，“杜塞模式”，以及德国足球的“金钱观”对中国足球有很多
启发。“足球在德国是工人阶级的体育活动，比如鲁尔区，足球是矿工的娱乐
生活。如果哪一天矿工看不起，玩不起了，就是问题。我国也一样，应该让民
众广泛参与足球。足球属于人民，不能成为富豪把玩的游戏。”

（新华社德国杜塞尔多夫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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