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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冰墩墩”火了，憨态可掬的它，正

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独特的冰雪浪漫。

作 为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吉 祥 物 “ 冰

墩墩”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曹雪教授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讲述了“冰墩

墩”的出炉过程：历时 10 个月，修改了

1000 多 次 ， 充 满 了 科 技 感 和 未 来 感 的

“冰墩墩”才与大家见面。

这几天，这个穿着冰晶外壳的熊猫风

靡 全 球 ， 甚 至 有 网 友 提 出 “ 一 户 一 墩 ”。

曹雪笑称，确实有很多粉丝、亲朋好友都

找 他 要 “ 冰 墩 墩 ”， 但 自 己 和 大 家 一 样 ，

手头也没有“冰墩墩”了。

“熊 猫”和“冰 糖 葫 芦”起
了化学反应

为什 么 选 择 熊 猫 ？ 曹 雪 的 目 的 很 明

确，能跟所有人沟通。 这 多 半 是 对 旧 元

素 的 新 组 合 。 冰 糖 葫 芦 那 层 薄 薄 的 糖 衣

启 发 了 曹 雪 ，“ 熊 猫 和 冰 壳 都 不 是 新 元

素 ， 但 是 把 二 者 组 合 在 一 起 ， 就 产 生 了

化学反应”。

2018 年 8 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面向全球征集吉祥物，共收到全球 38 个

国 家 的 5816 件 设 计 方 案 。 2019 年 1 月 ，

10 余名国内外专家受邀参加吉祥物设计

方 案 初 评 、 复 评 评 审 会 议 ， 最 终 评 选 出

10 个入选设计方案。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在 这 10 个 方 案 中 ，

有 3 个 来 自 曹 雪 带 领 的 团 队 。 2019 年 9

月，这只从盛夏的广州走进奥林匹克史册

的“冰雪熊猫”正式亮相。

曹雪是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

院教授。后来，他才知道，当北京冬奥组

委宣讲团来广州美术学院宣讲吉祥物设计

时，距离截稿日只剩下 19 天。他们迅速

组建了一个 14 人的团队，完成了 15 套方

案送到北京。曹雪很感慨，“冰墩墩”出

炉前，大家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反复修

改讨论，画了上万幅手稿。

一只“冰雪熊猫”为何诞生在南国广

州？曹雪表示，广州的孩子没见过冰雪，

没有体验，能否胜任冬奥会这样一个主题

内容的设计，冬奥组委是要打个问号的。

但是，恰巧是没有见过冰雪的孩子，反倒

可能对冰雪和冰雪运动有着超乎常人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可能会创造奇迹。

“未来感”创造了无限可能性

“对一个设计师而言，眼光、想法、观

点和观念，不能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

来越传统、保守和老套。”曹雪时刻提醒自

己，作为这个团队里面最年长的一个，要

给自己以“未来感”。设计，只有未来时，

没有过去时，“冰墩墩”巧妙构思背后，充

满了无限可能性。

谈到可能性，曹雪认为，一个人在生

活中要善于用自己的双眼去洞察一切，你

所见所闻的一切会作为一个信息点或知识

点，让头脑丰盈起来。

在“冰墩墩”主形象发布后，广州美

术学院迅速成立了冬奥文化视觉中心，围

绕 着 “ 冰 墩 墩 ” 继 续 创 作 的 各 种 运 动 姿

态，几乎都是在这个中心产出的。

曹 雪 指 出 ， 不 是 所 有 的 年 轻 人 都 叫

后 浪 ， 成 为后浪取决于每一个青年的努

力，在这努力的过程中，不要畏惧失败。

用年轻的头脑，创造一些其他设计师所未

曾想到的东西。

“冰墩墩”大火，始料未及

曹雪认为，“设计”干的事情就是四

两拨千斤，汉字的“设计”二字很精妙，

它 是 言 字 旁 ， 而 不 是 提 手 旁 的 “ 技 ”。

“言”代表着观点和表达，要妙，要巧思。

曹雪指出，设计师要想到，项目是为

谁所做的设计。以“冰墩墩”为例，任何

一届奥运会的吉祥物，它的目标消费者是

9 岁左右的孩子。所以，“冰墩墩”从一

开始就牢牢锁定 9 岁的孩子，可见设计它

的目标性非常明确。

历届奥运会都有吉祥物，它作为亲善

大使去跟全世界的人沟通、传播文化。同

时，它还有一个商业目的，就是要靠衍生

品所赚的钱，来继续支持办奥运会。

“ 所 以 ， 吉 祥 物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功 能 ，

就是它的商业性。”曹雪说，作为改革开

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其设计方案里包含了

文化性和艺术性，最关键在于商业性的敏

感度更高。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幸运，能赶

上 这 样 的 盛 事 。” 曹 雪 说 ，“ 冰 墩 墩 ” 深

受 大 家 喜 爱 ， 但 是 会 这 么 火 ， 确 实 是 他

和 团 队 都 始 料 未 及 的 。 他 希 望 可 以 把 这

些 经 历 总 结 归 纳 出 来 ， 把 它 用 在 以 后 的

设计教育中。

如何制造一个
火到脱销的“冰墩墩”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

冬奥会开幕后，另一场“比赛”也开始

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1.4 万名来自 66 所首都高校的大学生作为

赛会志愿者服务于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

赛区的赛事场馆、冬奥村及相关非赛事场

馆、设 施 。这 些 志 愿 者 中 ，还 有 不 少 是“00
后”志愿者。

搭 乘 上 这 一 辆 赶 赴“ 冰 雪 之 约 ”的 班

车，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而当比赛

拉开帷幕，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入围冬奥志愿者有多难？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的“00 后”学生王冰对此深有体

会——花了近 10 个月 才 走 完 这 条 选 拔 之

路 。这个老师和同学眼中的“优秀学生 ”，

在 成 为 冬 奥 志 愿 者 的 路 上 被“ 按 ”了三次

中止键。

第一次，冬奥翻译志愿者招募，王冰在

面试环节落选。

第二次，“我觉得肯定没问题了，但还

是落选了”。

第三次，老师发来落选的通知消息，附

上“考虑你成为替补志愿者，你有意愿吗，

虽然可能不会成为最终的志愿者⋯⋯”24
分钟后，王冰回复 5 个字“老师我愿意”。

第四次，在山里进行地质考察时，王冰

接到“转正”的视频面试通知。面试官连问

了 3 个问题：“过年不回家能不能接受？疫

情怕不怕？艰苦的岗位愿不愿意去？”

王冰回答得很快。她愿意克服一切困难。

2021 年 10 月底，她入选延庆冬奥村交

通服务助理领域的志愿者。

但选拔还只是挑战的开始，真正的忙

碌还没有来临。和王冰同在延庆赛区的志

愿者李少谱的岗位叫“扫冰员”。赛时，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将举行雪车、雪橇和钢架雪

车三个项目的比赛。李少谱所在岗位要负

责 的 ，是 在 全 程 1975 米 的 赛 道 上 服 务 前

50-70 米，清扫雪车和雪橇摩擦冰面产生

的碎冰，保证下一组运动员能在平滑的冰

面上出发。

仅去年年底 21 天的测试赛期间，他就

参与了 184 小时的志愿服务。每天，他都要

穿着冰爪，在赛道出发区至少扫近 200 趟

冰，这相当于在 400 米的标准赛道上负重

行走超 25 圈。

大年初一，李少谱等到了久违的休整

时间。当全国各地 都 在 庆 祝 新 春 佳 节 时 ，

这 个 男 孩 以“ 饱 睡 一 觉 ”的 方 式 庆 祝 虎 年

第一天 。李少谱得“抢 ”时间恢复体能，松

弛肌肉，以最饱满的姿态迎接赛时的正式

“扫冰”。

来自首都体育学院休闲体育专业的他

擅长的是长跑，而非冰雪运动。但对于扫冰

这件“专业的活儿”，李少谱总能滔滔不绝。

从“略有了解”到“越学越深”，李少谱

没少做功课。除北京冬奥组委信息与知识

管理平台上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外，他还从

网上看了相关的赛事和新闻，到国际雪车

联合会官网查资料，甚至向学校冰雪专业

的同学请教。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那一两分钟的

扫冰时间。他要在每轮比赛的间隙，快速上

场，扫冰，撤场。

在不少人看来，他的工作和扫地没什

么区别，但是这一两分钟的扫冰时间，将对

下一组运动员的出发成绩产生影响。“仔细

看我扫，一前一左”，李少谱展示他的扫冰

画面时说道，扫冰的第一步是穿冰爪走一

走 ，第 二 步 是 迈 大 步 扫 ，“ 新 人 生 怕 滑 下

去，还用碎步扫，但是运动员要比赛，没时

间等”。

经过测试赛的磨练，如今，他已经当上

了 8 人扫冰小组的组长。

“我差点儿就叫‘申奥’了”。李少谱的

冬奥缘，还得从 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第一

次成功申办奥运会说起。时任国际奥委会

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市获得 2008 年奥

运会主办权后不久，李少谱出生。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李少谱的父

亲服务于北京奥运会训练场馆。“我们爷儿

俩一个服务夏奥，一个服务冬奥，这就是传

承。”他想了想，等未来结婚生子，他得亲口

告诉他的孩子，“爷爷和父亲都曾是为奥运

作贡献的人”。

在“双奥之城”北京，志愿者精神是奥

林匹克带来的一项特殊遗产。“志愿情结”

是这些年轻人前进的动力之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海强也是延庆

赛区的志愿者之一。他对奥运的认知很大

程度上来自父亲。

高海强的父亲是上一代“北漂”，刚从

张家口老家来北京工作时，正赶上北京第

一 次 申 办 奥 运 会 。“ 我 爸 对 奥 运 有 一 种 执

着”，透过父亲的念叨，高海强总能想象北

京刚刚申奥成功时父亲的激动，“他骑着自

行车从西城区展览馆路一路‘飙’到长安街

庆祝”。

受 父 亲 感 染 ，高 海 强 一 直 等 着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志 愿 者 招 募 令

的发布。“我在饭桌上跟我爸说要做冬奥志

愿者的时候，他一直说‘太好了，太好了’，

特 别 激 动 ”。高 海 强 的 父 亲 从 家 里 翻 出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的 纪 念 品 ，那 是 个 水

晶 小 方 雕 ，透 过 水 晶 能 看 到“ 鸟 巢 ”和 5
个 福 娃 ，“ 搬 家 后 很 多 东 西 都 找 不 到 了 ，

但 那 个 小 方 雕 到 现 在 还放在我们家最显

眼的位置”。

高海强已经参加过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群 众 游 行 方 阵 和 建 党 一 百 周 年 文 艺 汇

演，他还想抓住服务冬奥的机会，用他的话

说，是一颗红心，再次出力，用自己的力量

为“双奥之城”助力。

自从高海强上岗后，全家人都进入了

“冬奥节奏”。他忙着志愿服务，父母在家倒

数 开 幕 式 的 日 子 ，甚 至 连 奶 奶 也 向 他“ 汇

报”：张家口老家的村里都在招募冬奥工作

人员。

上岗时间的高海强力争做热情的志愿

者，下班后，他完全切换成“观赛者”模式，

为朋友圈里的好友更新每日赛程，发布“后

方记者小高报道”。他说，“这是我目前工作

时间外最大的娱乐”。

这些年轻人必须要学会适应一段特殊

的“冬奥时间”。眼下，他们正在面临的第一

个问题就是要过一个远离家人的春节。

往年的春节，李少谱总会和父母准备

年夜饭，干家务，母亲必做清蒸鲈鱼。今年

春节前，李少谱看到母亲更新了朋友圈，说

想儿子了。“过年我最期待的就是和父母做

家务，和母亲一起准备年夜饭，今年就只能

累她一个人了。”

但他不喜欢谈太多的“想念”，他记得

父亲曾经说过，“国在前，家在后”。这一回，

他更期待冬奥赛场上奉献自我。

而王冰想到的是，出征前她给家人写

的家书。那是随着学校给冬奥会志愿者的

家长们寄去的新春贺信和新年礼物一起寄

出的。为这封家书，她在书桌前想了很久，

迟迟动不了笔，“那时候有点觉得，我想家

了”。她想吃母亲包的猪肉大葱馅儿饺子，

想起每年大年初一给长辈们说吉祥话、要

红包的热闹。

王冰上一次提笔写家书，还是高中成

人礼的时候。那会儿，她的语言中尽是“豪

言壮语”，写到“长大”，就是要有担当、有

出息。

这一次，她的豪言壮志少了，关心父母

的话多了，“现在我更长大了”。

进 冬 奥 村 前 夜 ，父 母 收 到 王 冰 的 家

书 。一 向 话 多 的 母 亲 发 了 条 朋 友 圈 ，写 道

“ 打 开 信 封 眼 泪 不 受 控 制 留 了 下 来 ，泪 水

里 面 有 骄 傲、有 自 豪、更 多 的 是想念⋯⋯

家里有老爸老妈呢，我在家乡为冬奥加油，

闺女加油！”

“老爸说我是他的骄傲，（之前）没听他

当着我面说过”，之前鲜少主动表达情感的

父亲给了王冰最大的鼓励。

王冰说，那是她最害羞的一次视频通

话。王冰小时候，父亲总在外地工作，回家

的次数不多，“（父亲）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突

然说出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1 月 29 日，王冰在冬奥村志愿者之家

庆祝了自己的 21 岁生日。当天，她特地把

微信头像换成了同学手绘的志愿者头像，

“感谢那个一次次失败却又一次次坚持的

自己”。

对于冬奥会，这些年轻人都已作好了

准备。不同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这一届

冬奥志愿者无法直接展示微笑。——因为

防疫要求，他们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不过高

海强并不担心这个问题，他计划用肢体语

言和中国话展现志愿者内心的“微笑”。

除夕当天，两位外国涉奥人员接受高

海强的帮忙后，竖起大拇指，一直对他说

“bao！bao！”高海强懵了一下，“这是说

要 保 持 社 交 距 离 不 能 抱 吗 ？” 想 了 一 会

儿 ， 外 国 涉 奥 人 员 用 英 文 说 “excellent”
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外国友人在夸自

己做得棒。

按 照 排 班 表 ， 高 海 强 的 春 节 无 休 ，

大 年 初 一 他 仍 然 需 要 在 早 上 六 点 上 岗 服

务 。 他 原 本 想 好 了 ， 在 新 年 的 第 一 天 ，

要 教 会 外 国 友 人 用 中 文 说 “ 过 年 好 ”，

“目前教‘过年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高海强笑道。

他们进入“赛时”状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一夜之间，王濛火了。作为中国速度滑
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前队员、中国短道速
滑历史上第一个“三冠王”，网友眼里的短
道速滑“大魔王”、“濛主”，王濛在运动生涯
中火过很多次。但是 2 月 5 日，北京冬奥会
第一个正式比赛日，她的火不靠冰刀，而是
靠解说比赛。

“我的眼睛就是尺，不用看回放了！”当
国家短道速滑队队员武大靖在奥运赛场冲
过终点时，王濛从演播室解说席上跳起来
欢呼。果然，中国队以 0.016 秒之差战胜意
大利队，拿下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首金。

不到 3 分钟的比赛，王濛的解说在各
个社交平台上刷屏，仅在微博就同时占据
了7个热搜。

王濛在“解说界”属于“素人”“小白”，
她的优势源自对冬奥运动的专业积累，多
年制霸世界冰场的“前一姐”，对场上运动
局势自然能够洞若观火，并且对许多国外
运动员的名字能够脱口而出——这样的专
业人士有不少，但难能可贵的是，王濛个性
洒脱率直，无拘无束，为千万观众带来了一
场在自家客厅似的“沉浸式观赛”。

这种观赛体验充满惊喜和共情，得益
于解说员的激情迸发，不可排练和预设，与

体育竞技的变幻莫测相得益彰，可遇不可
求，走红也在情理之中。

而一旁“捧哏”的黄健翔，当年又何尝
不是因极富激情和个人倾向的解说走红。

2006 年，黄健翔在德国世界杯 1/8 决
赛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的比赛中，他的“咆哮
式”解说、站队意大利，也令他一夜走红。

黄健翔因解说走红后，遭遇了一些批
评和质疑。到了 15 年后的冬奥会，舆论场
上几乎看不到批评王濛的声音。

以严格的解说标准来看，王濛的解说
“不够客观和中立”。但更多的评论赞王濛
的解说接地气。观众们就像坐在同一张沙
发上听她唠嗑。有网友表示王濛话里的

“东北大碴子味儿”自带喜感。一些网友一
本正经地建议王濛，应该向小品、相声领
域进军，她和黄健翔活脱脱一对“逗哏”
和“捧哏”相声演员。

这源自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开放、包容
和成熟，底色是中国人的自信和乐观。从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到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这种底色越来越充盈。

自2月4日晚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起，
这种底色就在向世界多角度地折射——那
个正在换牙导致嘴巴漏风的吹小号男孩、
那个跑丢的“小鸽子”、那束前无古人的“微
火”⋯⋯我们都不再刻意去追求“世界怎么
看我”的完美无缺，更多地尊重和接纳本真
的个性和状态。

反过来，这种底色将会激发更多独
具个性的“黄健翔”“王濛”出来，也许在
直播节目中，也许在冬奥赛场，也许在你
我之间。

从黄健翔到王濛：

尊重个性让运动更精彩

2 月 6 日，北京王府井商业街，一名男孩在排队等待购买“冰墩墩”“雪容融”等纪念品。近日，北京冬奥会

的开幕带动冬奥周边纪念品的热销，“冰墩墩”形象的纪念品在不少网络销售平台售罄，出现“一‘墩’难求”的

现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李 少 谱 在

2021 年年底的

冬 奥 测 试 赛 中

扫冰。

（受访者供图）

2 月 5 日，2022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

循环赛第八轮，中国队以 5 比 7 的比分遗

憾告负美国队。赛后，中国选手凌智、范

苏圆向对手——美国选手普莱斯和佩尔辛

格赠送了两套别致的冰墩墩纪念徽章，得

到奥林匹克官方的关注与“点赞”：“没有

多少运动员会在输掉一场比赛后向对手赠

送礼物，凌智、范苏圆做到了。”

普 莱 斯 用 “ 漂 亮 、 特 别 ” 形 容 这

份 难 得 的 礼 物 ， 他 告 诉 法 新 社 ， 在 比

赛 过 程 中 ，两国运动员都感受到了对方

的善意。“我们总能给对方一个微笑，有

时还会碰拳致意。”他表示，这些颇具纪

念 意 义 的 徽 章 “ 会 在 桌 上 摆 放 很 长 一 段

时间”。

发生在冰壶赛场上的这一幕或许不太

起眼，但在眼下全球疫情绵延不绝、各国

争端不断的大环境下，也足以让人心头一

暖。法新社称，中国选手在赛场外留下了

“爱”。日本广播协会 (NHK)认为，“在冰

上一决胜负，让中美两国运动员之间缩短

了距离。”

通过体育比赛促进友谊与和平一直是

奥运会的精神所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创始人顾拜旦认为，奥运会是确保世界和

平的一个“重要的间接因素”，有助于实

现普遍的和平。

美国 《人物》 杂志网站称，“我们身

处一个脆 弱 的 世 界 之 中 。 当 分 歧 、 冲 突

和 不 信 任 不 断 加 剧 时 ， 我 们 要 向 世 界 表

明 ， 人 们 在 成 为 竞 争 对 手 的 同 时 ， 也 有

可 能 和 平 、 相 互 尊 重 地 生 活 在 一 起 ， 这

就是奥运会的使命。”

2 月 5 日赛后，凌智告诉媒体，向对

手赠送礼物是“冰壶运动的传统”，“代表

了运动员之间互相友好”。他还邀请普莱

斯有机会到自己的家乡哈尔滨看一看。

普莱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告诉法

新社，自己“不会让意识形态妨碍运动员

之 间 的 友 谊 ”。“ 毕 竟 ， 我 们 流 着 同 样 的

血，从事同一种运动。体验彼此的文化并

展示爱是件有趣的事。”

综合编译 贾晓静

竞技场下，展示“爱”

□ 王钟的

这枚奖牌对中国男子单板滑雪项
目来说，创造了历史。2 月 7 日，在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中，2004 年出生的小将苏翊鸣
夺得银牌。比赛完成时，他与儿时偶
像、加拿大选手马克·麦克莫里斯握
手，后者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铜牌。

在决赛 12 名选手中年龄最小，
敢于和偶像同台较量，苏翊鸣的冬奥
首秀令人欣喜和赞叹。其实，北京冬
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队伍
里 ， 有 不 少 是 和 苏 翊 鸣 一 样 的 00
后。他们初登国际大赛舞台，便以不
俗的成绩与崭新的精神面貌吸引世人
关注。

这其中，有 2003 年出生的“天
才滑雪少女”谷爱凌，有 2001 年出
生的开幕式最后一棒火炬手迪妮格
尔·衣拉木江与赵嘉文，还有不到
22 岁就担任中国女子冰壶队队长的
韩雨⋯⋯统计显示，中国体育代表团
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5.2岁，最年轻的
选手只有17岁。

作为取得冬奥会参赛资格的高水
平运动员，这些 00 后身上具有敢打
敢拼、勇于自我突破等运动员应有的
精神；而作为 00 后，他们也表现出
勇于表达、发扬个性、将个人奋斗融
入时代洪流等这代人共有的特质。00
后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的出色表现，
是这一代人在中国社会乃至世界舞台
集体亮相的缩影。

这批 00 后优秀运动员的涌现，
是冰雪项目在我国蓬勃发展的鲜活注
脚。中国在申办本届冬奥会之初，就
向国际社会作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承诺。如今走上奥运竞技
场的 00 后运动员，既享受着我国鼓
励冰雪运动发展的时代红利，也为面
向年轻群体推广冰雪运动作出表率。
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 00 后甚至 10
后少年儿童爱上冰雪运动、享受冰雪
运动。

不畏强手、敢打敢拼，这批 00 后
运动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状
态令人钦佩。就像苏翊鸣的参赛经
历一样，与这些年轻人同台较量的，
有 不 少 是 在 所 在 运 动 领 域 赫 赫 有
名 、积 累 丰 富 比 赛 经 验 的 老 将 。但
是，任何公平的比赛都不看资历、不
以年龄分胜负。00 后运动员与“叔叔
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丝毫不
露怯，既充分发挥个人实力也尊重
了对手。

一些 00 后运动员在日常训练之
外的丰富经历让人赞叹不已。比如，
苏翊鸣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单板滑雪运
动员，还是小有名气的“童星”，曾
在多部院线大片中扮演角色——“明
明可以靠演技吃饭”，却为了心爱的
运动付出汗水、接受磨砺。在“天才
滑雪少女”谷爱凌身上，人们则能欣
赏到一名“学霸型”运动员是如何成
为“时间管理大师”的。运动不耽误
学习，运动更能促成青春绽放，谷爱
凌的成长也给家庭教育带来启示。

这些赛场上活力四射的 00 后运
动员，并非只有一腔热血的“孤胆英
雄”，他们懂得合作也善于团结。韩
雨虽然在队员中年龄最小，却肩负了
女子冰壶队队长的重任。她在接受采
访时说：“女子冰壶是 4 个人的团体
参赛方式，光是有一两个人打得好是
不行的，必须要团队很优秀才可能笑
到最后。”将国家利益与个人价值的
实现高度融合在一起，这些 00 后们
正用实力和情怀让青春焕发光彩。

冬奥会上的“英雄少年”，是创
造历史的冰雪新势力，更是走向世界
的新生代。赛场上取得的荣誉，是他
们青春的勋章，也是他们开启星辰大
海征程的通行证。从雪场走向更广阔
的人生，他们终将赢得未来。

和偶像同台竞技为了不起的

○○后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