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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际奥委会

和北京冬奥组委最后一次高层例会

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盛赞北京冬

奥组委的工作效率，他表示：‘你们解

决问题的快速与高效，展现出了中国

效率和中国决心’。”这是北京冬奥会

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今天在冬奥会场

馆运行发布会上透露的细节。姚辉

说，在冬奥会开幕后第三天，巴赫主席

就亲自取消了本应每天举行的高层例

会，“原因很简单，尽管赛事筹备还有

细节问题需要处理，但北京冬奥会在

整体运行方面非常成功、高效。无论

赛事组织的细节安排，还是每个人的

职责安排都非常到位，体系运转非常

好。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就没有必

要再每天举行例会。”

北京冬奥会之所以能够给国际奥

委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好印象，良好的

竞赛场馆运行和赛事组织无疑是其中

最为重要的原因。姚辉表示，从2月4

日开幕至今，三个赛区、12个竞赛场

馆捷报频传，“我们欣喜地看到，不时

有运动员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对我们

提供的场馆设施、住宿环境、特色餐

饮、防疫措施等各方面点赞。”

有关场馆运行，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幕发生在2月7日的高山滑雪赛

场。美国运动员妮娜 ·奥布莱恩在比

赛中意外重伤，中国医生在一分钟内

就出现在她的身边，立即对其伤势进

行了评估和处理。妮娜在接受手术后

特别发文感谢中方医护人员：“我要对

所有照顾我的人说声谢谢，尤其是受

伤后立即冲到我身边的医生、护士。

我感受到了如此多的爱。祝大家好运

并享受比赛！”

据姚辉介绍，为了保证运动员在

比赛过程中的安全，北京冬奥会特别

加强了现场医疗救护力量，配备了最

先进的医疗救护车、救援直升机和优

秀的医疗团队，同时制定了成熟的急

救救援方案。妮娜 ·奥布莱恩能在受

伤后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正是现场医

疗系统高效的有力佐证。

根据冬季项目特别是雪上项目的

特点，为保证赛事顺利进行，北京冬

奥会首次将毫米波测云雷达使用到赛

场，实现了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空间百

米级、时间分钟级的精准气象预报，

为赛事成功运行奠定了基础。姚辉

说：“到目前 （2月19日中午） 为

止，我们总共作出了五次竞赛单元内

的时间推迟、十次竞赛单元外的时间

变更。得益于高效的气象预报系统，

运动员们能够尽早获得更改信息，这

显然对他们的训练备战和状态调整更有

帮助。”

姚辉表示，北京冬奥会始终秉持绿色

办奥和科技办奥的理念，科技、环保办赛

理念在多方面的应用和体现，为冬奥会增

加了特殊魅力。例如诞生了多项奥运纪

录和一项世界纪录的“冰丝带”，全新应用

的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技术不仅造就了

“最快的冰”，帮助运动员取得出色的竞技

成绩，在节能方面更是做到了每年省电

200万度；机器人身份识别官，通过人脸识

别、证件识别等方式，一秒钟就可以完成

入场人员的设备验证、智能测温、健康码

查询以及核酸检测结果查询等八项流程；

此外，在场馆各个区域内工作的雾化消毒

机器人、可监控体温创可贴、气溶胶病毒

监测系统等等，都帮助场馆运行部门提升

了工作水平和质量。

“回顾过去各项赛事运行的平稳有

序，首先是得益于赛前精心的筹备工作，

其次则是各个团队能够规范执行赛前制

定的计划，科学处置各种突发的问题。”作

为曾经参与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运

行的“双奥人”，姚辉坦言北京积累下的经

验、尤其是疫情下办大赛的经验，将成为

一笔宝贵“财富”，“接下来我们将认真总

结这次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为奥林匹克运

动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北京2月19日专电）

北京冬奥经验将成为奥林匹克的宝贵财富

“打个比方，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我

就像是一名交通警察或者侦查员，而裁

判就是法官。法官不可能凭空‘断案’，

而他手头拥有的一切证据就由我们这

样的侦查员来负责提供。”来自上海的

单板滑雪国内技术官员罗浩如此形容

自己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的工作职责，

“冬奥会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我可

能就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无论如

何，我都将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为

自己家门口的冬奥会保驾护航。”

作为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

桥头堡，上海为北京冬奥会办赛服务

保障工作贡献了巨大力量。共有30

多位上海技术官员助力冬奥，其中作

为“螺丝钉”的国内技术官员们默默为

大赛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北京冬奥

会也让他们获得成长。

用另一种方式圆了奥运梦

作为一名前速滑运动员，罗浩与

单板滑雪结缘是在2003年，“那时候我

在国外学习、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

接触到这项运动，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一系列考试，拿

到了单板滑雪的教练资格。也正因为这

一点，才让我有了今天服务北京冬奥会

的机会。”

作为竞技体育的最高殿堂，参加奥

运会是每一位运动员奋斗的目标，对于

技术官员同样如此。罗浩所担任的单板

滑雪项目国内技术官员，从2020年初开

始的1400多人报名，到通过一系列培

训、考试、实操，最终只有60人入围。“除

了在赛场上负责取证之外，我们还需要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避免运动员陷

入危险。”罗浩说，单板滑雪是具有一定

风险的极限运动，一旦赛道损耗到一定

程度，就有可能影响运动员的发挥，甚至

发生受伤的情况，“所以在整个比赛过程

中，我们都需要时刻与终点、起点的裁判

保持联络，如实汇报赛道情况。在得到

裁判的许可后，我们会立即利用专业设

备和专业技能修复赛道，从而保证运动

员的安全。”

和罗浩一样，担任越野滑雪国内

技术官员的李海军同样要在赛场上担

任“侦查员”，“以2.5公里越野滑雪为

例，赛道上一共有五个教练员区和两

个补给区，国内技术官员的任务之一

就是负责观察参赛运动员和教练是否

在这些区域内有违规行为，一旦发

现，就要将相关视频上传到系统内，

以供裁判作出决定。”

作为一名前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海

军如今是沪上某滑雪俱乐部的教练，“做

运动员的时候，参加冬奥会就像是痴人

说梦，感觉遥不可及。这次能够作为国

内技术官员来到北京冬奥会赛场，也算

是用另一种方式圆了当初做运动员时的

梦了。”

顶级赛场“刷经验”加速成长

参与奥运会，什么最难？李海军给

出了这样一个回答：“越野滑雪最长的距

离是男子50公里，因为我们必须在岗位

上负责‘侦查’，所以得连续五个小时不

能移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温不用说

了，更麻烦的是根本没办法上厕所，所以

碰到长距离比赛，我们都得穿着‘尿不

湿’上赛场。”

室外比赛有意想不到的难处，在室

内场馆担任冰球比赛体育展示（宣告员）

的殷珊珊同样面临挑战，“冰球比赛宣告

员和其他比赛有所不同，需要很强的专

业知识，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将场上发

生的一系列判罚解释清楚，不允许犯

错。所以每场比赛我从头至尾都必须保

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更何况整个冬奥会

期间只有两名宣告员，这意味着我们的

工作量非常大。”

虽然工作艰辛，但北京冬奥会为国

内技术官员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刷经

验”机会。有了这次奥运会的经历，成百

上千名各个项目的国内专业人士都将获

得成长。

殷珊珊向记者介绍了冰球国际赛事

体系技术官员的等级进阶方式，“全局负

责项目运营的最高等级官员叫技术代

表，然后是国际技术官员（包括裁判员），

接下来才是国内技术官员。在北京冬奥

会的赛场上，国际技术官员绝大部分都

由国外专业人士担任，比如冰球比赛，两

名主裁和两名边裁都由来自国外的国际

技术官员担任，而场外技术官员则基本都

是国内技术官员。”

“以高山滑雪为例，参与一次国际级

赛事，可能就会得到国家级裁判员证书，

这是担任奥运会国内技术官员的必需条

件，参加三次以上国际级大赛，就有资格

得到国际级裁判证书。也只有得到国际

级裁判证书，你才有可能被选为某项赛事

的国际技术官员。”在李海军看来，家门口

举办的冬奥会不仅提供了“刷经验”的机

会，也将推动国内举办一系列高水平冰雪

运动赛事，国内专业人士未来将从中获得

更多的实战经历，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在

不远的将来，中国可能会逐渐诞生出越来

越多的国际技术官员。”

冬奥会给了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

机会，与此同时，这一世界顶级赛事也将

全面提升冰雪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水平，这

些通过大赛获得成长的国内技术官员们，

就将成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中坚力量。

（本报北京2月19日专电）

30余位来自上海的技术官员亮相北京冬奥会赛场

刷足“经验值”，助推中国冰雪运动成长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本报讯（记者吴姝）截至19日的所

有比赛结束，挪威代表团以15金8银12

铜的优异战绩领跑北京冬奥会金牌榜，

并成为史上单届冬奥会获得金牌数最

多的代表团。

此前，单个代表团在单届冬奥会的

金牌数最高为14枚。由加拿大在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率先创造，在平昌冬

奥会上，各得14枚金牌的挪威和德国追

平了这一纪录。

“又是挪威人值得庆祝的一天。”挪

威首相约纳斯 · 加尔 · 斯特勒在社交媒

体上写道，“祝贺北欧两项运动员们收

获了如此多的奖牌，恭喜约翰内斯 · 伯

厄再获一枚金牌，多么伟大的运动员！”

在18日举行的冬季两项男子15公

里集体出发项目中，28岁的名将约翰内

斯 ·伯厄为挪威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

会第15枚金牌，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

夺得的第四块金牌，也展现出挪威代表

团在冬季两项中的绝对统治力。

在挪威代表团取得的15枚金牌中，

有六枚来自冬季两项这一分项，四枚来

自越野滑雪，两枚来自北欧两项，此外

挪威选手还在自由式滑雪、跳台滑雪和

速度滑冰项目上各获一枚金牌。15枚

金牌14枚来自雪上项目，足以见得挪威

在这一领域的强劲实力。

因为多山和多雪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条件，诸如越野滑雪、冬季两项等多

个冬奥会项目均发源于挪威，越野滑雪

和冬季两项也是挪威人最喜欢收看的

体育节目。此外，挪威运动员经常开玩

笑说，挪威人“天生自带滑雪板”。据

统计，93%的挪威孩子经常参与冬季运

动。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起初的目的是

从运动中收获乐趣。但随着年龄增长，

有天赋的孩子会选入庞大的“人才库”

进行相关专业训练。

但挪威代表团并非在所有冬奥会

项目上所向披靡，他们在雪橇、雪车和

钢架雪车项目上从未获得过奥运奖牌。

而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五项比赛

中，挪威队在高山滑雪混合团体和越野

滑雪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这两个项目

中均具备夺牌实力，尤其是由本届冬奥

会首金获得者约海于格领衔的后者。

挪威队除了继续冲击金牌数外，还有希

望追平在平昌创造的单届奖牌数最多

的纪录（39枚）。

已揽获15金8银12铜

挪威刷新冬奥金牌纪录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本报讯 （记者吴姝）自由式滑雪19

日完成收官之战，在男子U型场地技巧

赛中决出最后一枚金牌。这枚金牌归属

于新西兰选手尼科 ·波蒂奥斯。该项目

两届奥运金牌得主、美国名将戴维 ·怀斯

位居次席，另一名美国选手亚历克斯 ·费

雷拉收获铜牌。

在该项目上，美国、加拿大和新西

兰队拥有强大的实力。晋级决赛12名

选手中，有四名美国选手、三位加拿大

选手，以及来自新西兰的波蒂奥斯兄弟

组合。22岁的哥哥米格尔 ·波蒂奥斯名

列第11位，而20岁的弟弟尼科 ·波蒂奥

斯第一轮就滑出了93.00的高分，这一

成绩在三轮比赛中无人能够超越。31

岁的老将戴维 ·怀斯凭借第一轮的90.75

分名列第二，季军费雷拉的最高分为

86.75分。“我的分数超过了实力强劲的

美国选手，获得冠军让我感到荣幸。”尼

科赛后表示。

至此，自由式滑雪共13个小项比赛

全部结束。中国队交出了4金2银的优

异答卷。

自由式滑雪比赛收官

为了保证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的安全，北京冬奥会特别加强了现场医疗救护力量。 新华社发

第13位冲过终点，但因为在第三

个冲刺点获得3分冲刺分，克劳迪娅 ·佩

希施泰因以第9位完成了这场速度滑

冰女子集体出发决赛。

对于一位9枚冬奥会奖牌获得者

（其中5枚金牌）而言，这当然算不上

惊喜的成绩，不过至少证明了佩希施

泰因在这个领域依然是世界一流选

手。真正的惊喜发生在场边。下场

时，德国队队友们为佩希施泰因挂上

奖牌，1、2、3……9，虽然都是复制品，

但已经令她开心得合不拢嘴。

再过三天，就将是佩希施泰因的

生日，50周岁生日。这个年龄似乎并

不该出现在竞技场内。这场速滑女子

集体出发决赛的其他16位选手中，年

龄最长的美国人基尔博格出生于1989

年，而那时的佩希施泰因已作为民主德

国青年队成员两次出战世青赛；而最年

轻的贝尔科兰德是2002年生人——当

时的佩希施泰因已是奥运四金得主。

与女儿辈的对手交手，这感觉对

她已非常熟悉。就在今年的德国锦标

赛上，佩希施泰因连夺3000米和5000

米两金，这也是她的第40和第41个全

国冠军头衔，赛场上她战胜了19岁的

强劲对手维多利亚 ·施特尔曼，而维多

利亚的母亲冈达曾在1994年利勒哈

默尔冬奥会上与佩希施泰因交过手。

本场北京冬奥会女子集体出发赛

的冠军、荷兰人伊雷妮 ·斯滕豪，此前

已在“冰丝带”以打破奥运纪录的方式

连夺女子3000米和5000米两金，而这

两项的前奥运纪录均为佩希施泰因在

2002年所创造。属于她的一些纪录

就这样被后人打破，但她又书写了新

纪录，很可能令后辈们在看得见的未

来里难以企及。在2月5日举行的速滑

女子3000米中，佩希施泰因已经登场，

并由此成为有史以来最年长的冬奥会

女选手，也是唯一一位以选手身份出战

八届冬奥会的女性。她所前进的每一

步，都代表着新的高度。

“能够参加奥运会，总觉得像是一场

梦。并非人人都拥有这样的机会，而我

已经参加了8次，还获得了9块奖牌。”对

自己过往所取得的成就，佩希施泰因充

满自豪，“这令人难以置信，况且我还是

一位小老太太。”“小老太太”并不讳言年

龄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女子集体出发半

决赛与决赛只隔一小时出头，她抵挡不

住疲劳向自己袭来。但疲惫感若能战胜

她，她便不是佩希施泰因了。

八战奥运会不是疲惫感的天花板，

与国际滑联从2009年缠斗至今的官司才

是。2009年2月，国际滑联指控佩希施

泰因使用兴奋剂，并对其实施禁赛两

年。这项禁令是基于她血液中网状细胞

的不正常水平而做出的，这也是第一个

仅基于间接证据判定的兴奋剂案件。但

佩希施泰因认为，是她遗传自父亲的一

种轻型贫血症，导致自己的网状细胞百

分比波动超过了阈值。因为禁赛，佩希

施泰因错过了出战温哥华冬奥会的机

会，但她一路将官司从国际体育仲裁庭，

打到瑞士最高法院、德国最高法院、德国

宪法法院，迄今仍在走法律流程。或许

也只有像佩希施泰因这样执着的人，才

有勇气一直争斗下去。

北京会不会是自己的运动生涯终

点站？佩希施泰因仍不愿这么说，她还

想继续参赛，暂时没有这样决定，“速滑

这项运动仍能带给我很多乐趣。在我

这个年龄段实际上可以做得很好。专

注于运动本身，这会让我更轻松。”

（本报北京2月19日专电）

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决赛，德国名将佩希施泰因名列第九

50岁的“小老太太”仍不想停下脚步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与女儿辈的对手交手，这感觉对佩希施泰因已非常熟悉。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