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ｗww．whb．ｃｎ

２０22 年 1 月 7 日 星期五 3编辑/惠逸伦要闻

“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
———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冬奥筹备工作

1 月 4 日这一天， 距离北京冬奥会
开幕刚好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题调
研北京冬奥筹备工作。

从坐落于奥森公园的国家速滑馆，

到不远处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
体中心 ，北京冬奥村 （冬残奥村 ）；从首
钢园区的北京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
心，到卢沟桥附近的二七厂冰雪项目训
练基地，冒着严寒而来，沐着夜色而归。

细数下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五次实
地考察北京冬奥筹办工作。

“每一步都踏踏实实走过来了，现
在到了冲刺的阶段。 我看大家的工作仍
在紧锣密鼓进行 ， 再努把力 、 奋力一
击。 ”一路看，一路思索，一路鼓劲。

回首过往 ，从 2015 年夏天欢庆申
办北京冬奥成功的那一刻起 ，一天天 、

一月月 、一年年 ，中国倒排工期 、只争
朝夕。

体育之于国家，是国家强盛的一个
标识，是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 从百
年前的 “奥运三问 ”到今天的 “双奥之
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有感而发：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个缩影。 成功举办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 ，不仅可以增强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
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
形象。 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
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 ”

中国特色
“突出科技、智慧、绿

色、节俭特色”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 ， 空中俯
瞰，国家速滑馆宛若冰刀在冰面上刻下
的晶莹轨迹 。 它的另一个名称 “冰丝
带”，由此得名。 此次考察，就始于这座
北京冬奥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

自 2018 年 1 月 23 日打下第一根
桩，“冰丝带”的建设就“志存高远”。 一
进速滑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落到了
屏幕上的四个字：“最快的冰”。

快，源于科技。

早在 2019 年， 总书记在第三次考
察北京冬奥筹办工作时，特别强调场馆
建设要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四
个特色，摆在首位的正是科技。

在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马鞍形“编织
天幕”下 ，习近平总书记饶有兴致参观
了建筑材料：

“国产化率高吗？ ”

“屋面索网结构采用的 ‘国产
索’， 是河北生产的； ‘冰丝带’ 3360

块曲面玻璃 ， 天津生产的 ； 脚下的混
凝土看台板， 北京生产的。” 场馆运行
负责人风趣地说 ， 建设过程也是 “京
津冀一体化”。

一批由中国设计 、中国技术 、中国
材料、中国制造组成的冬奥场馆建设的

“中国方案 ”，成为北京冬奥的鲜明 “中
国特色”。

总书记来到赛道边，一边看赛道测
试数据一边细听介绍 ：“脚下是长 120

多公里的不锈钢管，钢管中流动的液态
二氧化碳保证冰面温差不超过 0.5 摄氏
度，所以能形成最完整、最均匀、最快速
的冰。 ”

“技术”为“绿色”赋能。 置身于世界
上第一座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
统制冰的大道速滑馆，习近平总书记对
“绿色办奥” 有着真切的观感：“要发挥
好这一项目的技术集成示范效应，加大
技术转化和推广应用力度，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作出贡献。 ”

从一开始，北京冬奥拿的就是一份
“绿色脚本”。 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全部场
馆绿色电力全覆盖，节能、低碳能源、废
弃物与废水处理等诸多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汇聚成新发展理念在冬奥实践中
的生动样本。

赛后利用，一道世界难题。 这几年，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 ：“办冬奥不是
一锤子买卖 ，不能办过之后就成了 ‘寂
静的山林’”“赛时需要和赛后利用相结
合，不搞铺张奢华，不搞重复建设”……

如今盘点，每座冬奥场馆都拥有一份着
眼于“后奥运时代”的发展规划。

“我们都是可持续再利用。 ”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时谈及此事如数家珍 ，

“‘水立方 ’可以进行 ‘水冰转换 ’，五棵
松体育馆可以实现‘冰篮转换’，北京赛
区 13 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中有 11 个
是当年夏季奥运会的‘遗产’……”

他还特意提到了 “筑巢引凤 ”的一
个案例，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 当天
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

四合院风格的三进院落，赛时是全
球奥运健儿的“家”，未来将转型为广纳
英才的北京人才公寓。 总书记称赞道：

“这个做法很好，把可持续体现出来。 这
就是我们的理念， 不仅是为这一件事，

要考虑它的持续性、统筹性。 ”

运动员 、教练员的吃 、住 、行 、医 、

康、乐，最终落脚于智慧化管理、精细化
服务。 运行保障工作进展如何？ 总书记
走进综合诊所和残疾人运动员住房样
板间。

一个便捷的无障碍设施，给总书记
留下了深刻印象。 样板间的卧室有个按

钮， 只需用胳膊肘一碰， 柜门就开了。

“听说往届反映问题比较多的一般在奥
运村。 打造安全、温馨、舒适的‘运动员
之家’，要把细节处理好，想运动员之所
想，办运动员之所需。 ”

筹办冬奥 ，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张
国力的综合考卷。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集各方之智 ，聚各界之力 ，形成
做好筹办工作强大合力”。

在冬奥村 ， 来自高校的一群志愿
者也是生动的 “中国名片 ”。 总书记同
他们亲切交流 ， 蓬勃的青春气息感染
着现场。

“你们参与其中 ，虽辛苦 ，但光荣 、

自豪而幸福。 给各国参赛人员讲述一个
古老而现代的北京，让他们感受到中国
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会是一段难忘的人
生经历。 ”

“请总书记放心！ ”青年一代的铿锵
誓言，久久回响。

庄严承诺
“我们承诺一定把它办好”

冬奥之约，中国之诺。

申办 、 筹办的往事历历在目 ， 考
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这些年 ：

“从无到有啊！ 2015 年申办成功， 奔着
当时提出的愿景目标 ， 我们按计划一
件事一件事地办 ， 都办成了 。 走到今
天不容易。”

事非经过不知难 。 多少次披星戴
月 ， 多少回攻坚克难 ， “冬奥蓝图 ”

一步步变为现实。 12 个竞赛场馆全部
提前完工， 3 个冬奥村如期交付使用，

京张高铁 、 京礼高速全线通车 ； 北京
当初提交 《申办报告 》 时 ， 提出 “以
运动员为中心 、 可持续发展 、 节俭办
赛”， 有着丰富生动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几年前就表明
了中国态度：“中国办冬奥， 言必信、行
必果。而且我们赶早不赶晚。 ”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世界体坛的节
奏。 “赶早不赶晚”的远见令世界再一次
惊叹中国的未雨绸缪。

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简约、安全、精彩”六个字，并进一步指
出：“顺利举办即成功。 对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来讲，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是最大的考验。 ”

面对这份考验 ， 中国做了充分的
准备。

当天上午 ， 总书记走进北京冬奥
会 、 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 。 赛时 ， 作
为全球注册平面媒体和转播商的工作
总部 ， 数千名中外记者将在这里济济
一堂。 疫情之下如何管？ 怎么办？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了解 “双闭环”

管理模式 ， 特别关注到了不同区域的
垃圾处理细节 。 他强调 ： “闭环管理
很有必要 ， 设计必须科学合理 ， 不能
因管理的生硬和简单粗放而影响冬奥
的顺利举办。”

主媒体中心内的智慧餐厅是为更
好防控疫情建造的，全部由中国自主研
发。 有机器人摇动酒杯，调制鸡尾酒；还
有机器人忙着泼水 、煮饺子 ，总书记看
得饶有兴致：“煮饺子有讲究，盖上盖是
煮馅，开盖是煮皮。 ”谈话间，香喷喷的
饺子出锅了。

“味道怎么样 ， 让大厨来试过了
吗？ ”总书记笑着问。

“机器人都是大厨的徒弟。 ”工作人
员答得也风趣。200 多个菜品配方，琳琅
满目。 用手机一扫码，后厨的机器人就
忙活起来 ， 再通过餐厅上方的云轨系
统，将菜肴精准送到每一桌。

“把人工智能餐饮业发展起来，实
现了生产的标准化和疫情防控的精细
化。 ”总书记赞许道。

媒体工作间是冬奥报道信息的集
散地。 正在这里做准备工作的记者看到
总书记，热情围拢上前。 “受疫情影响，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现场观赛受到很
大限制，新闻传播比往届更加重要。 ”总
书记笑着对大家说：

“希望国内外媒体和记者讲好各国
奥运健儿激情拼搏的故事，讲好中国筹
办冬奥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热情好客
的故事，全面、立体、生动地把北京冬奥
盛会传到全世界。 ”

两地三赛区，一盘棋、一股劲。 这背
后，“指挥中枢”就是北京冬奥运行指挥
部调度中心。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

大屏幕上的动态数据和图像实时
更新。 一支支应急保障队伍枕戈待旦；

每个竞赛场馆的气象变化、交通路况等
讯息精准传送。 “尽管受疫情影响，冬奥
筹办工作进展十分顺利，这几乎就是奇
迹！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感言的中国

力量，在这里再次得到印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抓住最后
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进一步查隐患、堵
漏洞、强弱项 ，把基础的工作扎扎实实
做好。 ”

时钟拨回 2015 年 7 月，在国际奥委
会投票表决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归属
前，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声音通过
会场传遍了世界：“我相信， 如果各位选
择北京，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
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

筹办 6 年多来 ，他多次强调 “全面
兑现每一项承诺”“一定把它办好”。

重信守诺，中国一以贯之的风格。

历史变迁
“提前实现了‘带动 3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考察的最后一站，二七厂冰雪项目
训练基地。

2018 年春天，走过 120 多年历史的
二七厂停产，转型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
科研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六自由度训练
馆。 在这里，用于训练飞行员的防晕眩
训练器，也引入到了体育领域。 现场介
绍情况的同志讲得专业，总书记听得仔
细，他十分关心冰雪运动的技术创新。

从训练馆出来，已是华灯初上。 看
到远处国内首台自主研发的雪蜡车，总
书记迎着风健步走过去。

“最初哪懂这些 ，拿瓶蜡擦一擦雪
板就不错了。 再之后，只能在赛场边临
时架设打蜡台。 如今，大型赛事用的雪
蜡车一字儿排开，我们也终于有自己的
现代化雪蜡车了。 ”

“很好，培养好我们自己的人才。 ”

习近平总书记颔首赞许。

像这样的国际领先、 国内首个，在
二七厂比比皆是。 综合风洞馆如何攻关
“卡脖子”尖端技术，国产 4 人雪车如何
研发密度强度适合的新材料，还有移动
口腔治疗车、移动手术车如何实现一站
式医疗保障……冰雪运动的科技研发，

汇入中国的自主创新大潮。

“当今世界 ，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
作用越来越突出。 建设体育强国，必须
实现高水平的体育科技自立自强。 ”习
近平总书记谆谆叮嘱。

中国速度滑冰国家队前不久结束
世界杯的征程，进驻这里进行冬奥会最
后阶段的备战。 团体追逐项目的运动员
在冰面上如飞鸟般驰翔，习近平总书记
专注观赛。

“宁忠岩，高亭宇……”看到围拢过
来的奥运健儿们 ， 总书记亲切招呼他
们，“祝贺你们前段时间的比赛取得了
好成绩。 ”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水平过去是
比较靠后的 ， 光参加项目就缺席了不
少。 我看这次基本能补上。 ”109 个冬奥
小项，我国从约有三分之一是空白到实
现全项目开展 、全项目建队 、全项目训
练，就在短短几年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借着这一届冬奥的‘东风’，来
促进竞技运动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冰
雪运动的发展。 ”

速滑馆地下一层 ， 陈列着 “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展”。 习近平
总书记从战争年代延安时期的溜冰比
赛看起 ， 沿时间脉络仔细端详 。 大厅
中间的一张表格 ， 标注了各个省份的
冰雪运动发展状况 。 总书记的目光长
久落在上面。

“南展西扩东进”，看似小众的冰雪
运动，飞入寻常百姓家。 冰雪运动奏响
了一曲“四季歌”。 现场介绍情况的同志
谈到这儿，兴奋地向总书记汇报：“我们
提前实现了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 ，可以说改变了世界冰雪运
动的版图。 ”

2014 年初，在俄罗斯索契，习近平
总书记第一次向巴赫讲述了这一考虑：

“我们申办冬奥会的最大目的， 就是在
三亿人中推广普及冰雪运动，推动中国
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 ”这席话，抓住了
奥林匹克精神的要义。

抚今追昔，总书记感慨：“通过筹办
冬奥，不仅把冰雪运动的竞技水平追上
去了 ， 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也追上去
了，体育运动的质和量都提高了。 从体
育强国到健康中国 ，人民的健康 、人民
的体质、人民的幸福，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全面小康 、 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
义。 它的意义，小中见大。 ”

专项体能训练馆，运动员、教练员、

服务保障人员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的一番话 ， 让
大家心潮澎湃 ： “十年磨一剑 ， 五年
磨一剑 ， 大家长时间的艰苦训练 ， 我
们的冬奥筹办工作也是长时间准备 ，

在此一举 。 人生能有几回搏 ， 拼搏是
值得的 。 不经一番寒彻骨 ， 怎得梅花
扑鼻香？”

“我们准备好了！ ”“中国冰雪，加油
加油！ ”底气十足的回应声，声震云霄。

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郑 轶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新华社北京 1 月 6 日电）

冬奥题材电视剧《超越》1月9日央视开播
（上接第一版）为追逐梦想，她放手一搏，

身上闪现的灵光以及对冰雪运动超乎寻
常的热爱被主教练郑凯新捕捉， 少女的
运动生涯从此转轨，与国家“北冰南展”

“带动三亿人上冰雪”的大时代并轨。 陈
冕的意外上冰也掀开了父辈被岁月掩藏
的秘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当下，双重
时空双线并行， 两代运动员的青春叙事
里， 观众将看到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刚起
步时的艰难、 几代冰雪人用汗水与意志
浇灌的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29 集的电视剧在每
一集末尾都添加了访谈录。 包括第一代
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辛庆山、 长野冬
奥会夺得一银一铜的名将安玉龙、 在黑
龙江省体工队执教时挖掘了杨扬的金美
玉、 索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闭幕式旗手
刘秋宏在内，超过 40 位现实中的中国短
道人走到镜头前，口述他们的冰雪人生。

由虚向实，艺术的与真实的相互映照，观
众将读懂中国短道速滑 30 多年来的风
雨兼程，读懂中国冰雪健儿自强不息、为
国争光的不变初心。

零经验选手上新赛
道，为“真实”下苦功

没有前作能参考， 更没有经验可复
制。 打开主创们的履历，不懂短道速滑、

不懂冰雪运动、不懂体育竞技，是绝大多
数人的共同难题。 零经验选手要上新赛
道，《超越》 的总制片人苏晓说， 只有为
“真实”下苦功。

剧本要求真。 《超越》 的剧本始于

2020 年夏天。 三个多月，创作团队走访

40 多位冰雪人，形成 60 余万字素材。 最
打动总编剧李嘉的， 不是冠军的荣耀时

刻， 而是功勋教练员会把自己的手放进
烈性胶水里固定冰刀， 再拿起时满手的
泡； 是上世纪 90 年代没有防切割服，冰
上发生冲撞摔倒， 冰刀可能切到动脉的
触目惊心； 还是无数普通运动员在爬坡
上坎奋斗路上的遗憾、两难，最终甘愿作
出牺牲成全他人的故事。 几十年前的往
事没有随着时间流云散去， 反而聚成一
团火，点亮了冰面背后光环以外的人们。

陪练员、浇冰师、国产冰刀研发人员，剧
本在塑造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同时， 也以
深情致幕后英雄。

拍摄要求真。 体育故事的专业级拍
摄左右着作品成败，遑论《超越》聚焦的
还包括国家级选手、世界级赛场。剧中先
后表现 12 场大小赛事，奥运积分赛等赫
然在列。 面对每秒可达 15 米的高速运
动， 剧组设计了一系列拍摄方案， 土法
子、新点子一起上，约请央视体育转播团
队助阵，架设多角度飞猫，使用最新研发
尚未上市的无人机， 还把运动员培训成
摄影师，在人群的相互竞逐中穿梭跟拍。

表演更要求真。 拍摄上能请专业级
外援， 但要表现出国家级选手的精气神
和举手投足，依然需要演员交付苦功。剧
本推进阶段， 另一支小分队也早早开工
了。所有年轻演员进组之前先上训练场，

体能、基本功、陆地训练、上冰演练，高强
度训练只为了塑造的人物真些再真些。

两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有伤情， 但演员轻
伤不下火线。 导演张晓波说：“没有流量
明星，只有合格演员。 ”

主创相信，真实的力量能够感染人。

他们也希望，《超越》 能以不断向着真实
贴近的诚挚匠心，为观众展现赛场上下、

人生内外的“超越”精神，在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残奥会前夕， 为全国观众献上一
部力作。

经典动画形象“跨时空联动”迎冬奥

孙悟空、大耳朵图图、葫芦娃、黑猫警长、雪孩子踩上单双滑雪板、坐上雪橇车，
大电影《我们的冬奥》之《胖大圣借冰器》让网友激动高呼“爷青回”———

“大圣”， 伴随着一声浑厚有力的
呼唤， 顽皮的小猴子们掀开花果山的
水帘， 太白金星带着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雪容融
向孙大圣递上了一份来自天宫冰雪盛
会的邀请函。

动画大电影 《我们的冬奥》 将于2

月19日全国上映。 昨天， 作为影片四
个篇章之一的 《胖大圣借冰器》 发布
了海报和预告。 在一身大圣装束、 威
风凛凛的孙悟空的带领下， 大耳朵图
图、 葫芦娃、 黑猫警长、 雪孩子、 没头
脑和不高兴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典
动画明星， 纷纷踩上单双滑雪板， 坐上
雪橇车， 在风驰电掣的速度中， 向世人
展现热血与激情并蓄的冰雪运动魅力和
冬奥体育精神。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盛
事的 “召唤 ”， 让那些陪伴过几代人
童年的动画人物 ， 纷纷从时光隧道
中走来 ， 共同讲述一个关于团结 、

梦想 、 勇气和拼搏的年轻故事 。 这
样的跨时空联动 ， 勾起了很多人对
中国民族动画的情结 ， 令网友直呼
“爷青回 ”、 “爆款已提前预定 ”， 并
留言 “要带着全家一起来观看 ” 。

《胖大圣借冰器 》 总导演曲强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 ， “有继承 、 有变化 ”

是影片的创作宗旨， 希望在保留人们
对经典角色美好记忆的同时， 让中国
动画走入新时代的主题， 焕发全新的
美学光泽。

“胖大圣”携手小图图，
成长、碰撞让剧情妙趣横生

《胖大圣借冰器》 的故事从一张
来自天宫冰雪盛会的邀请函展开。 在
这个 “大闹天宫” 的平行宇宙里， 安
逸的花果山生活， 缺乏运动的日常作
息， 竟然让潇洒不羁的孙悟空胖成了
猪八戒。 在去北海借 “冰器” 之宝的
路上， 孙悟空遇到了自己的 “头号粉

丝” ———大耳朵图图。 误打误撞成为
师徒的二人， 于是开始了既艰辛又充
满欢乐的训练生活。

孙大圣和图图有没有在天宫冰雪
盛会中夺冠？ 这是预告留给大小观众
的一个悬念。 “观众会看到很多 ‘梗’

融于新的创作， 但整个剧情并不是经
典的再现， 而是具有丰富的现代视角，

观众会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策划创作部副主任朱勤介
绍说。 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角色身
上， 现代生活的欢乐与烦恼让他们仿
佛就是观众的 “同龄人”。 譬如天资超
凡、 武力拔群的大英雄孙悟空， 也和
普通人一样， 因为整日好逸恶劳的生
活习惯而 “身材变形” 了。 这是导演
曲强结合冬奥背景诞生的巧思： “胖
大圣” 想再变回孙大圣， 重新换取健
康， 不运动是不行的。 面对昔日偶像
的 “堕落”， “翻斗乐园滑板高手” 图
图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两人一个桀
骜不驯 ， 一身傲骨 ； 一个古灵精怪 、

想法奇特， 他们的成长、 碰撞让剧情
变得妙趣横生。

“天天在走钢丝”，力求
尽善尽美

“不模仿别人， 不重复自己” 是
上美影的创作原则， 六十多年来， 上美
影将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 秉
承 “真、 善、 美” 为人文核心与 “奇、

趣、 韵” 为美术风格的创作理念， 探寻
中国动画随着时代发展进步的新思路新
方法。 《胖大圣借冰器》 在人物塑造、

美术、 配乐等制作方面均遵循了 “在
传统美学印象基础上， 注入现代主题
精神” 的创作宗旨， 在细节处融入现
代动画工艺 ， 使镜头前的 “中国风 ”

表现得更加细腻、 生动。

影片配乐借鉴了1961年动画电影
《大闹天宫》 的元素， 观众能听到熟悉
的锣鼓点、 唢呐、 京腔京韵， 但又经
过了节奏、 变调上的全新处理。 当年，

配音演员邱岳峰为银幕留下了一个年
轻又傲气逼人的齐天大圣形象， 这一
次， “大圣” 的声音形象将依然年轻，

依然还是充满热血的少年模样。 “面
对上美影的艺术宝库， 如何在继承中
体现创新性， 是历史与时代共同赋予
我们的重大课题， 这次的创作体现了
一些思考 ， 但探索和努力还远远不
够。” 曲强说。

在艺术创作上稳扎稳打走好每一
步， 一直以来都是上美影的创作风格。

全长约22分钟的 《胖大圣借冰器》 共
有近400个分镜头。 由于创作时间紧，

加上冬奥运动项目的专业性强， 制作
组的每一个步骤都走得小心谨慎， 他
们笑称就像 “天天在走钢丝”， 希望能
呈现一个尽善尽美的作品。 “每个分
镜头至少要修改七八遍， 光是 ‘太白
金星捋胡子’ 的一个动作， 就修改了
十多遍 ，” 曲强说 ， 当年的经典电影
中， 太白金星双手捋胡子时， 他的头
仿佛有弹性， 会随着手上下用力而像
皮球一样变形， 可谓妙趣横生， 这个
“魔性” 的场景让他一直记到了今天。

“它充分展现了我们老一辈上影厂艺术
家的创造性， 这个细节， 我们希望完
全复刻， 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大电影《我们的冬奥》之《胖大圣借冰器》中，孙悟空、大耳朵图图、葫芦娃、黑猫警长、雪孩子等上美影“明星”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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