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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宛艺） 记者昨
天从市文明办了解到，春节来临之

际，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开展

“文明实践在上海，志愿服务暖新

春”2022年春节期间志愿服务活

动。截至目前，“上海志愿者网”

共发布春节期间志愿服务项目300

余个；“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综

合服务平台”上发布关于春节文化惠

民的供给单2693项，949项对接落地

基层。

“捏住饺子皮两端，往中间轻轻

一捏……”在浦东新区一家企业食

堂，来自横沔社区的志愿者们与留

沪过年的异乡青年一同包起了饺

子。大家伙儿卷起袖子，有的负责

和馅儿、有的负责包，忙得不亦乐

乎。不一会儿，一盘盘热气腾腾的

饺子摆满了餐盘。“原地过年，在这

里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一名在沪

过年的员工说。

“瑞虎贺岁，吉祥岁岁”“瑞虎

敲门，五福临门”……在长宁区新

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幅幅寓

意美好的春联呈现在眼前，让社区

居民、周边白领感受喜庆团圆的年

味儿。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活动限时限

人，分多场次开展。但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翰墨飘香中交织着欢声笑语。来自

长宁区书法家协会的志愿者们挥毫泼

墨，各种风格的春联书法作品跃然纸

上，为大家送来新春祝福。

在徐汇区天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分中心，一场无障碍版电影正在上映。20

多位视障观众在原汁原味的现场解说中

体验了一回《爱情神话》。

“从我们拿到影片到审阅定稿，只有

5天，大家日以继夜把上万字的稿子赶出

来，就为了让视障观众可以及时欣赏到

这部电影。”无障碍版本制作方、全国

“最美志愿者”、中国光影之声无障碍影

视文化发展中心创办人韩颖说。

市文明办志愿服务工作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未来将探索文化惠民服务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日常化，“市

民可在就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参与

活动”。

在安全有序合理的情况下，将组织

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体温监测、秩序

维护、心理疏导、科普宣传等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活动，号召市民过一个卫生整

洁、文明有序、健康祥和的春节。截至

目前，“上海志愿者网”共发布2.4万个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招募上岗志愿者

70余万人，人均服务74.2小时。

包饺子、写春联、听《爱情神话》……

留沪过年，志愿者在你身边

“你好，市南地调孙志恒。”上午

10时，国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正值调

控员孙志恒坐到工位上，开始了24小

时的值班工作。

作为电力系统的“大脑”，孙志

恒与调控同事们要负责监视、指挥和

控制电网的运行，凭脑力“坐览江

山”。“每逢春节，居民用电负荷就会

略微上升，今年也不例外。”孙志恒

告诉记者，他们已提前进行重点点位

摸排，做好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把

电网的运行模式调整到最佳状态，迎

接虎年。

从农历牛年最后几个工作日，到

整个虎年春节假期，不少上海电力职

工都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或是奔波

在各座变电站之间，全力以赴保障整

座城市的供电，让光明照亮新春。

电力系统“大脑”假期不
停歇

自2015年参加工作以来，今年已

是孙志恒第三年在岗位上过年了。“调

控员责任重大，需要应对各种突发状

况，尤其是春节这种特殊时段。”他说，

每逢过年，区域电网负荷都比较稳定，

但这其中也存在变数，闵行紫竹、徐汇

漕河泾等大型工业园区的用电负荷会

下降，而居民用电会有所上升。因此，

这几天，孙志恒与同事们一起，对辖区

内的政府机关、医院、商圈等用电大户

仔细地摸排了一遍，把电网调整至最

优运行模式，确保遇到突发情况时，可

以第一时间切换到备用线路。

考虑到岗位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

性，孙志恒所在的市南调度控制中心，

调控员基本都主动选择留沪过年。“最

开始春节值守的时候，我还会担心电

网状况，紧张得睡不着觉。”孙志恒有

些腼腆地笑着说，现在自己技术有了

提升，也习惯了在岗位上过年，“能够

保障用户欢度新春佳节，让光明照亮

新年，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雨雪天气电力特巡要求更高

顶着绵密的冬雨，国网上海市南

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一班的值班员尹申

军踏上了他的特巡之路——下午2

时，他来到35千伏南客地下变电站。

尹申军所在的班组主要负责虹桥

到莘庄区域内71座变电站的设备运

行维护。“今年春节前夕，上海阴雨不

断，我们特意加强了安全工器具、防汛

沙袋、抽水泵等设备的检查。”他说，考

虑到后期有降雪可能，尹申军和同事

还加强了对站内设备防冻处理情况的

排摸。每一处变压器的干燥指示器，

他都认真查看是否有受潮变色。狭小

的电缆井层，也要探身查看是否有空

洞渗漏水的情况。就连消防水管是否

有防冻保护，他都一一记录下来。

一座变电站前前后后跑下来，尹

申军的贴身衣物已经湿透了，顾不上

休息，他就出发赶往下一个变电站巡

视，“常规状态半月巡视一次，但在春

节保电期间，我们会在重要站点开展

特巡，为了确保巡视全覆盖，每次特巡都

需要花上半天时间，如果发现隐患和缺

陷，时间还会更久”。

春节假期去哪儿约会？单位见！

“你大年初三有安排不，要不陪我一

起去公司吧？咱们各值各的班，然后去吃

顿好的。”午休时间，市南供电公司营业员

秦思祺拨通了丈夫唐啸的电话，送去了一

个值班“邀请”。不出她的意料，唐啸很爽

快地答应了下来。

秦思祺所在的营业一班，主要负责莘

北路营业厅的日常运营，每年元旦前后到

春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为忙碌的时

候。“不少用户为了赶在春节前用上光伏

设备，匆匆提交了申请。”秦思祺负责为符

合条件的用户开启绿色通道，将材料审核

和后期流程同步推进，确保用户第一时间

完成设备安装投运。

秦思祺的另一半唐啸，则是楼上用电

信息采集一班的。每次值班，唐啸都会送

她来单位，然后各加各的班。“我很喜欢一

句话，有家的地方就是年。对于我而言，

有她的地方，就是年。”唐啸说。

春节期间，上海电力职工将坚守工作岗位，把电网调整至最优运行模式

“让光明照亮新年，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

起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

都敞开……”冬奥口号推广音乐短片

《一起向未来》定档大年初一，将于

2月1日全网上线，歌曲用开放包容

的胸怀，拥抱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心中这个梦，从来未改变，

北京欢迎你，我们北京见！”《我们北

京见》 由55位世界冠军集结齐唱，

向全世界运动员发出双奥之约。眼

下，以这两首歌为代表的一批冬奥主

题歌曲正广为传唱，向世界燃情传递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一起向未来》《我们北京见》悦

耳旋律的缔造者，是上海音乐学院校

友、音乐人常石磊。包括他在内，在

各地发光发亮的上海文艺工作者，为

这场冰雪盛会增光添彩。上海音乐学

院院长、歌唱家廖昌永献唱《致敬勇

士》，这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颁奖仪式推广歌曲；上音学子、

青年歌手蔡程昱加盟 《美美与共》，

用歌声邀请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

同文化背景的运动员来中国做客，感

受中国年和冬奥氛围……在这些音符

交织的冬奥和弦里，澎湃着激动人心

的“上海声音”。

“我们北京见”，中国
和世界“一起向未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常石磊参

与编曲的《我和你》唱响鸟巢，旋律

至今感动亿万观众。时光跨越 14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常石磊创

作了 《一起向未来》《我们北京见》

《相约北京》《燃烧的雪花》等歌曲，

振奋人心。

其中，《我们北京见》传递着东道

主北京以奥林匹克之名，同世界再度相

会的喜悦与憧憬。“这一天重逢，冰雪尽

欢颜，昔夜花似雪，今日雪如花……”

2008年 《北京欢迎你》 的经典旋律在

《我们北京见》中复现，既有勾连呼应，

又有全新演绎。常石磊为王平久诗意的

歌词，披上青春时尚、朗朗上口的旋律

外衣，“这一次的旋律不局限于传统五

声音阶，在节奏上更为明快、时尚，同

时也充满热情”。

历经疫情考验，包括奥运健儿在内

的各国人民，都在渴望迈向胜利与欢聚

的新出发，而中国也以开放自信的姿

态，向全世界发出冬奥邀请。在《我们

北京见》“世界冠军版”MV中，叶乔

波、邓亚萍、申雪、庞清、佟健、田

亮、刘璇、杨倩等55位体育世界冠军

齐声献唱。每一位冠军都是中国人心目

中的力量象征，代表着中国面向世界的

实力及胸怀。曾在不同赛场、不同赛道

站上世界之巅的他们，将“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汇

入歌声，也借由歌声展示身为中国人的

自豪与作为东道主的包容。

“一起向未来！”这是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世界越爱越精

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从一

句口号到一首歌曲，《一起向未来》的

优美旋律已响彻大江南北。而大年初一

推出的音乐短片，将在原有歌曲基础上

拓展至近10分钟。在公布的首批“唱

响者”名单中，成龙、邓超、黄渤、刘

德华、吴京、谢霆锋、张韶涵、张学

友、周迅等30位音乐人、电影人在

列，生动诠释了歌曲所蕴含的对美好未

来追求和向往的主题。

用歌声“致敬勇士”，
过个“美美与共”中国年

“雪花盛开，世界自由洁白；致敬

勇士，随你破冰向前……”由小柯创

作，廖昌永、阎维文等群星演绎的《致

敬勇士》日前正式发布。歌曲中充满对

北京冬奥赛事的浓浓期盼和美好祝愿，

希望各国体育健儿在冰雪赛场上不惧艰

难，勇敢向前。

这首歌曲的 MV由孙楠、刘涛、

佟丽娅、李克勤、廖昌永等录制，叶

乔波等运动员也参与了演唱和录制。

“无论是歌手、演员还是运动员，当我

们唱响《致敬勇士》，心中都怀着对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深深自豪感。”廖昌永

告诉记者，他期待着中国奥运健儿创

造更快、更高、更强的成绩，也期待

着全世界的人们通过盛会促进各国友

谊和相互了解。“天下一家，我们不但

要挑战自己的极限，也要创造和平的

未来”。

由孙楠、蔡程昱、井胧等演唱的

《美美与共》近日上线，歌曲MV融入

京剧、武术等中国元素，洋溢着浓浓

的新春氛围。“小时候回老家村里全是土

路，冬天一下雪，车轮全部都在打滑，

最难的是雪融化时和着泥，每次要很久

才能到家；后面再回去，发现路上铺了

石子，车轮没那么容易打滑了；现在，

每家每户都是水泥路串起来的，到哪儿

都很方便。”歌声里寄托着发自内心的期

冀与喜悦，家乡在安徽宿州的青年歌手

蔡程昱，向记者诉说了回老家过年感受

到的点滴变化。

“后 来 村 里 还 通 了 网 ， 通 了 自 来

水；黑白电视变成了网络电视；土房

子变成了二层小楼；自行车、三轮车、

摩托车升级成了小汽车。”从这些身边

的点滴，90后蔡程昱 明 显 感 受 到 国 家

在崛起，时代在进步。“我庆幸生在这

个 时 代 ，所 以 想 用 自 己 的 歌 声 ，给 所

有在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中国运动员加

油，也给在新时代为梦想努力奋斗的

你我打气，让我们过一个美美与共的

中国年！”

廖昌永、常石磊、蔡程昱等参与冬奥主题歌曲创演，《一起向未来》《我们北京见》
《美美与共》《致敬勇士》等歌曲澎湃着“上海声音”

汇聚奥林匹克之光，以歌声燃情传递最美中国力量

越野滑雪起源

自 哪 里 ？ 观 看 花

样 滑 冰 还 有 特 殊

礼 仪 ？ 旱 地 冰 壶

有 什 么 比 赛 规

则？昨天，在上海

颛 桥 万 达 广 场 启

幕 的 上 海 冰 雪 运

动文化周，冰雪运

动的魅力让现场不

少 青 少 年 欲 罢 不

能，也让他们对即

将来临的北京冬奥

会多了几分期待。

活动现场人气

最旺的，当数冰雪

运动游园区域。大

家尽情体验着陆地

冰壶、陆地冰球、桌

上冰球、VR滑雪等

冰雪项目。

玩了三四轮旱

地冰壶的五年级学

生于畅显然还不想

停，他盘算的是能

不能让妈妈给他买

一个同款冰壶，等

待新年期间和同龄

人一起在家玩。事

实上，近年来，冰上

项目成为越来越多

孩子的最爱。有家

长坦言，现在冰场

普遍了，很多综合

型大商场里都有冰场，花样滑冰、冰球运

动，小朋友也容易接触到。

据介绍，与活动同步开展的还有以“热

力冰雪，上海接棒”的主题展览。展览分

六个展区，以丰富的图文形式全面、清晰

地展示了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为了让

更多学生关注冬奥、参与冬奥，小荧星的

《新闻同学》栏目还成立了北京冬奥、冬残

奥主题记者站官方投稿渠道。鼓励同学

用镜头记录下所见所闻，用文字和视频等

形式表达自己对冬奥的所思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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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星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多家

卫视、多个视频平台涌现了一批以

冰雪运动为主题的综艺节目，让体

育在这个冬天变得火热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播、待播

的冰雪主题综艺节目有10余档，呈

井喷之势。这些节目专业性与趣味

性并举，以大众易于接受的表达方

式普及冰雪运动，在探索“文娱+体

育”融合破圈之路的同时，传播奥林

匹克文化，彰显中国作为2022年冬

奥会东道主的昂扬精神风貌。

普及冰雪运动知识，
引流更多观众关注体育

曾几何时，冰雪运动在中国难

进山海关。如今，冰雪运动在大江

南北呈全面开花之势，参与人群从

小众走向全民，参与空间从地区走

向全国，参与时间从冬季变为全

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愿景，已然变成神州大地上的生

动现实。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

计调查报告》，自从北京申办冬奥

会成功以来，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

与率为24.56%，冰雪运动的参与

人数为3.46亿人，其中18-30岁青

年群体是参与冰雪运动“主力

军”，占总参与人数的37.27%。

记者发现，近期推出的冰雪主

题综艺虽看点不一，但都很好地将

娱乐性和知识性结合了起来，为冬

奥会预热，也让更多观众感受到冰

雪运动的艺术魅力。

“速度滑冰是完全追求速度，

赛道上只有一个人用最大速度去竞

争；而短道速滑里一组运动员只有

前2名才能进入下一轮比赛，所以比

赛当中的超越和身体接触非常多”；

“速度滑冰运动员穿的冰鞋，是能和

冰刀脱离的，而短道速滑运动员穿的

冰鞋，冰刀会向左偏离，并且还略有

弯度，有利于控制转弯”……《飘雪

的日子来看你》把重心放在冰雪竞技

知识的普及，随着嘉宾之间的互动交

流，观众掌握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

冰雪知识。随后，嘉宾们还跟随几位

“冰球少年”来到北京市延庆区，和

当地的太平庄中心小学冰球队进行了

一场“较量”，而观众看到嘉宾们学

到的第一课是“滑跪”也是乐不可

支，一边笑着一边了解了冰球运动的

规则。

这些冰雪主题综艺几乎涵盖了

冬奥会所有项目。如 《冬梦之约》

第二季通过与音乐元素结合，由冬

奥冠军王濛担任主要嘉宾，邀请蔡

徐坤、潘晓婷、张继科等众多嘉宾

参与到冰壶、花样滑雪、短道速

滑、越野滑雪等项目的比拼中，让

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对冬奥的赛制规

则和历史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冰雪

正当燃》 则采取了“冰雪俱乐部”

模式，通过李晨、吴奇隆等嘉宾参

与平行大回转、冬季两项、单板平

花、花样滑冰、冰球、冰壶等多项

冬奥和冰雪运动项目，对观众进行

全面科普。而东方卫视推出的 《冠

军对冠军》 也很有创意，让短道速

滑世锦赛全能冠军韩天宇与田径男

子 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

进行一场短道速滑和短跑之间的跨

项目对抗；让2020年全国冰球锦标

赛冠军队成员黄滟和第十四届全运

会女子曲棍球金牌主力崔秋霞互换

赛道，分别在冰面和草地上同台竞

技。运动冠军们在摸索自己不熟悉

的领域的过程中，观众也了解了不

同项目的难点和要点。

锚定年轻人喜爱的形式，
借社交媒体破圈

竞技体育的竞争总是残酷的，但在

推动全民体育的中国，滑雪充满着无限

趣味。《雪地里撒野的朋友们》里，程潇

滑雪刚起步就站不稳一下跪在地上，弹

幕里飘过一片“给您拜年了”的调侃；

《超有趣滑雪大会》上，之前信誓旦旦说

自己不会摔跤的虞书欣在雪地里一次

次坐屁股蹲儿，观众在弹幕里狂欢：“让

我笑出猪叫了。”

得益于大数据技术对节目受众的

画像，不少冰雪主题综艺在节目设置、

嘉宾选择上锚定了那些受年轻人喜爱

的形式，并通过社交媒体突破不同圈层

传播，形成更广泛的观众共鸣。

在《超有趣滑雪大会》里，覆盖了多

个年龄段的嘉宾们一起坐上了滑雪香

蕉船、滑雪椅、游泳圈等载具，尖叫着从

高处冲了下来；还有双人滑板这种考验

配合度的项目，让单人滑板就已经颤颤

巍巍的嘉宾们心慌意乱，但也把欢乐带

给了屏幕前的观众。在另一档《雪地里

撒野的朋友们》里，除了各种冰雪项目

之外，嘉宾们还体验了一把在长白山的

冰天雪地里吃泡面、拍冻黄瓜、品尝“油

炸冰溜子”的“人文美食之旅”。除此之

外，由多位年轻艺人参与制作的《热雪

浪》也即将播出，他们一路从张家口出

发去万宁，以“竞技元素结合人文旅行”

的形式向观众传递自己的价值主张。

节目制片方颇有雄心，称将“积极推动

南方城市人群参与和体验冰雪运动项

目，了解冰雪运动魅力”。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北京冬奥会的

举办，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将有更多人

参与到冰雪运动中。而各类冰雪主题

综艺，正以文娱的形式积极助推冰雪运

动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会죈놱뺩뚬냂믡，艺雪훷쳢ퟛ틕“喷엧”

▲《飘雪的

日 子 来 看 你》

剧照。

 苏 炳 添

在《跟着冠军去

滑雪》中体验冰

雪运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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