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 2022，作为基层一级团组织，我们计划
从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工作：一是以全面对标县域
共青团改革为契机，不断提升基层团建工作质
量。二是不断丰富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形式。三是
以设置服务党政中心工作的具体项目为切入点，
不断提高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的贡献度，以更加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建团 100
周年和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共青团南昌市青山湖

区委书记 陈澄

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化学与环境

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 柯东贤

共青团是引领青年、助力青年成长
成才的主阵地，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
我们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团学改
革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紧
抓新时代发展机遇，凝聚青年、团结青
年，在贯彻团学改革中提升团学干部的
综合素养，为广大青年打造更多成长平
台，与广大青年共同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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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1993 年 ，北 京 以 两 票 之 差 与 奥 运 会

失之交臂，我的内心非常复杂 ；2001 年申

办夏奥会，我想邀请世界来我的国家看看，

我们做到了。如今，到了 2022 年，我觉得冬

奥会是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相互成

就 。”作 为 唯 一 两 次 代 表 北 京 申 奥 的 陈 述

人，杨澜对奥运会有着独特的记忆和情感。

在最近上线的《杨澜奥运回忆录》中，杨澜

回望、分享与奥运同行的 30 年旅程。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杨澜。

“过去 30 年是一段伟大的历史进程。

能够身处其间，有机会利用自己的专业和

特长去向世界讲述好中国的故事，我觉得

非常骄傲！”

担任申奥陈述人，找到讲
好中国文化的方式

1993 年，杨澜第一次以记者和主持人

的身份参与北京申奥。那一次在摩纳哥蒙

特卡罗遭遇失败，给年轻的杨澜带来很大

的心理冲击。

“一方面我看到西方的主流媒体对中

国是有很多偏见的，另一方面我发现我们

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没有把我们国家的

文化魅力真正表达出来，有一种干着急使

不上劲的感觉。”杨澜说，这也成为她后来

决定出国留学的一个重要动因。她希望更

好地看看这个世界，了解世界，然后找到对

自己国家文化更好的表达方式。

“在国外的课堂上，老师会让我来介绍

一下中国的孔子，或者介绍中国的道德文

化。我突然发现，当你需要用另一种语言把

自己文化的一些精华表达出来的时候，自

己过去的所学和积累就太少了。”所以她在

留学期间会阅读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

书籍，希望跟别人交谈时，能够谈出一些彼

此都感兴趣的话题。

2001 年 ，杨 澜 担 任 北 京 申 奥 的 陈 述

人，特意申请加了一段有感而发的小故事：

700 年前，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曾对中国

的美丽有过惊奇的描述，人们对他的描述

感到十分惊讶，质疑他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他回答：“我告诉你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

没有达到。”这段故事足够说明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以及中国的幅员辽阔。用外国人

熟悉的历史典故和人物来叙述，能加深他

们对中国的理解。

2015 年，杨澜成为北京申冬奥陈述人

之一。

她认为早期申奥，大家会输出更多“理

性的内容”，而到北京申冬奥的时候，大家

更多希望表达出自己个性化的内容，运动

员们也在表达着自我感受。比如在申冬奥

的时候，杨扬正怀着身孕，她在陈述中说：

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也能够有机会从事冰

雪运动，体会冰雪运动的魅力。姚明在陈述

中说，他所参加的 NBA 比赛通常都是在冬

季进行的，所以他开玩笑说他也可以代表

冬季运动。这些都说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

事的方式更加生动，更加人性化了。

提起 3 次参与北京申奥的经历，杨澜

表示，这是成长，是转换不同角度去理解自

身文化的契机，同时也是找到更好方式与

世界沟通的过程。

台上 4分钟申奥陈述，凝
聚无数日夜的心血

杨澜两次担任北京申奥陈述人，准备

时间都在 3 个月左右。台上陈述的短短几

分钟，是台下无数日夜准备的结果，是修改

了 20 遍后的字斟句酌。“每一个字的选用

都必须精当、准确。”

陈述的时间需要精准控制，否则会影

响其他同事的陈述。到最后，她每一次练习

陈述的时间误差不会超过 3 秒钟。

7 年 前 的 申 冬 奥 陈 述 ，杨 澜 用 的 是 法

语和英语。她认为用法语完成一部分陈述，

是体现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尊重。而为了用

法语把陈述词流利地表达出来，杨澜用很

短的时间完成了法语从零基础到深入学习

的过程，突击练习法语的发音。她和记者分

享道，当时突击学习时，她基本上是抓住任

何 时 间 听 录 音 ，经 过 10 天 左 右 的 重 复 练

习，在一次内部排练时，现场的专家委婉地

说：“看得出杨澜是非常努力了，在十几天

中能够说成这样很不容易了。但我们要用

法语来表达对奥林匹克运动历史和文化的

理解，就要争取让别人听得懂。”

杨澜笑言：“那个时候我的玻璃心碎了

一地，几乎是崩溃的，我练了十几天还没有

达到别人能够听得懂的程度。学习语言是

一个不断反馈的过程，你不要脸皮太薄，不

要怕说错，就要大胆地说，然后及时得到反

馈，及时再去学习，再去体会那些微妙的差

别，然后才能够说好。”

她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密码，亦是思维

方式的密码。当你能够掌握一门外语的时

候，你与对方的交流肯定会更加顺畅，更加

直接，而且也可以更加深入。直到现在，杨

澜也在坚持自学法语。

在《杨澜奥运回忆录》系列短视频中，

杨澜展示了 2015 年申冬奥陈述时的文字

资料和手稿，其中包含上百道问答题。“大

家比较熟悉的是我们最后要陈述的部分，

而在每一次陈述之后还有现场问答环节，

你不知道国际奥委会委员会提出什么样的

问题”。因为杨澜还要担任问答环节的主持

人。所以为了给同事稍微多一点时间思考，

她会先接住这个问题，再抛给回答该领域

问题的同事，这就需要对每一个问题和每

一个同事要回答的领域，都有相当程度的

了解。

“记得当时在瑞士洛桑进行技术陈述

的时候，有一位奥委会委员举手问：‘你们

提到在北京和张家口之间会建高铁，50 分

钟就能够到达，那多长时间一班？’”杨澜

说，这个问题没有出现在准备的资料中，但

她之前恰巧和工程师聊过这个问题，脱口

而出：“10 分钟左右一班，在赛事比较频密

的时候，还有可能改变或者增加。”

无论是准备陈述还是问答环节，杨澜都

要求自己对内容熟悉到近乎“本能反应”的

程度——“无论你自身还是外界有了任何突

发的情况，你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

奥林匹克精神与北京城
市之间的深深契合感

从 1993 年至今，近 30 年时光，杨澜与

一座城市的申奥历史紧密相连。

杨澜出生在北京，主要的成长时期也

都在北京 。生于 斯 ，长 于 斯 ，所 以 与 这 座

城 市 有 一 种 命 运 相 连 的 亲 近 感 。她 觉 得

老 北 京 不 仅 有 深 厚 的 历 史 积 淀 、淳 朴 幽

默 的 百 姓 ，也 有 一 种 现 代 国 际 大 都市的

包容和大气。

她认为在北京生活的人很难没有历史

感。因为自己从事媒体工作，制作《杨澜访

谈录》《天下女人》《匠 心 传 奇》《你 好 ！大

女 生》等 节 目 。在 她 内 心 里 ，一 直 有 记 录

时 代 精 神 印 记 的 愿 望 和 目 标 。每 个 人 都

在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回 溯 历 史、记 录 当 下、展

望未来。

而申奥的过程，让杨澜深入了解了奥

林匹克精神。“实际上就是消除歧视，让全

球的年轻人能够在一种公平、平等的氛围

下竞争，建立友谊，促进世界的和平”。在杨

澜看来，奥林匹克精神与北京之间有一种

深深的契合感。

杨澜非常认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简

约、安全、精彩”这一定位。“从全球奥林匹

克运动的发展来说，过去大家也一直质疑，

办赛的费用越来越高，使得很多国家和城

市没有能力来申办奥运会。所以这次北京

作为双奥之城，继续使用了过去的一些比

赛场馆；像‘冰丝带’场馆的制冰技术‘0 碳

0 排放’，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简约办奥运

的理念”。杨澜认为，北京冬奥会“为全球树

立了一个新样板”。

在全民关注奥运会的心态层面，杨澜

欣喜看到，在今天，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中国

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普通人热爱体育。

“特别是在疫情席卷整个世界的这两年中，

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和不易。

各国运动员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拼搏精神，

以及奥林匹克价值观，都能激励我们每一

个普通人迎难而上，面对挑战，超越自我。”

杨澜由衷希望，大家能更了解冰雪运

动。她表示：“体育就是应该带来欢乐和友

谊 。希 望 中 青 报 所 有 读 者 ，能 够 关 注 冬 奥

会，了解冰雪运动，最好也跟我一样到冰雪

场上一试身手，体会冰雪运动的乐趣！”

杨澜：与奥运同行30年

摄影：陈鼎 制作：程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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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 洁

一只普通的熊猫，加了一个冰壳，摇身一

变成为“冰墩墩”，给全世界温暖的baobao。

“你买到‘冰墩墩’了吗？”2022年北京冬

奥会开幕以来，这几乎成了中国人最常用的

一句春节问候。不仅如此，连国外的冬奥商

品特许店，也面临着“一上架即售罄”的态势。

“冰墩墩”迅速走红，成为名副其实的

“顶流”，收获了全球一大批忠实粉丝，这让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设计团队始料不及。其

团队负责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料到“冰墩墩”能让大

家喜爱，但没想到会这么火，“早知道，我也去

囤一批，送给亲朋好友”。记者在曹雪办公室

惊喜地发现了多款“墩墩”，但是，曹雪唯一把

盲盒抽到的隐藏款“墩墩”藏起来了。

作为一种文化元素，为什么选择熊猫？

曹雪坦言，目的很明确：跟西方人沟通，既

要 让 他 们 看 得 懂 又 必 须 喜 闻 乐 见 。这 次 ，

“冰墩墩”与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熊猫、历

届奥运会的吉祥物不一样。因为它多了个

冰壳，既好看又好玩，所有人都不觉得“冰

墩墩”有个冰壳冷冰冰，它是很温暖的，冰

晶外壳不影响它传递温暖。

从“盼盼”“福娃”到“冰墩墩”，是传承，

也是创新。

这只来自岭南广州的“冰雪熊猫”，憨

厚可爱的形象背后，凝聚了广州美术学院

设计团队的创新巧思，而他们当中，绝大部

分 是 对 冰 雪 没 有 体 验 的 。正 如 曹 雪 所 说 ，

“没有见过冰雪的孩子，反倒可能对冰雪运

动 和 冰 雪 有 着 超 乎 常 人 的 想 象 力 和 创 造

力。”用冰壳为熊猫“穿”上外衣，融入国家

速滑馆的“冰丝带”元素。于是，一只酷似航

天员、带有未来感的吉祥物便诞生了。

可以说，“冰墩墩”的出圈，展现了全世

界对设计团队创作的高度认可，没人可以

拒绝“冰墩墩”。

一“墩”难求！“冰墩墩”引发抢购热潮。

大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冬奥会的

支持。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前 ，“ 冰 墩 墩 ”以“ 卡

门”出场，实力冲上热搜。开幕式上，“冰墩

墩”带舞狮队登场，瞬间成为全场关注的焦

点 。如今，“冰墩墩 ”的所有周边被一扫而

空，“一户一墩”的呼声仍然很高。

此前，北京冬奥组委发言人赵卫东回

应：“最近很多人问我‘冰墩墩’去哪里买，

我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北京冬奥会的热

度 ，也 反 映 了 3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的 成

果。”他承诺，在瞬间爆发的热度面前，正在

协调加大“冰墩墩”的供应。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冬奥会特许商品

旗舰店排长龙的盛况上了热搜。一位市民

在深夜 1 点出发，从北京大兴区骑电动车

来此排队，10 小时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个

“冰墩墩”。他开心地说：“排队很累，但满足

了孩子的心愿。”

摩 纳 哥 阿 尔 贝 亲 王 在 收 到 一 个 面 塑

“冰墩墩”后，请求工作人员帮他再做一个。

阿尔贝亲王说，因为他有一对龙凤胎，如果

只带回去一个“冰墩墩”，就不好交代了。后

来，他如愿以偿带回一对可爱的“冰墩墩”。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短片《未来的冠

军》中 ，1 岁 萌 娃 贝 贝 在 将 近 零 下 20℃ 拍

摄，没有哭闹、害怕和怯场，雪场因为她出

色的滑雪表现，专门在贝贝生日那天送给

她一个“冰墩墩”。

2 月 7 日晚，2022 女足亚洲杯冠军——

中国女足在回国的飞机上，队长王珊珊提

出：全队都很喜欢“冰墩墩”，能不能给她们

都送一个“冰墩墩”。

“真是史上最可爱的”“太萌了”“心都被

融化”“So cool（太酷了）”⋯⋯“冰墩墩”的

魅力，折服了全球的参赛选手和赛事记者。

2 月 8 日，站在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大跳台最高领奖台的谷爱凌，高高举起了

“冰墩墩”。而任子威已经“三天两金”，拿下

了两个金边“冰墩墩”。有一次，武大靖在赛

后接受采访，还帮“冰墩墩”找镜头。17 岁

小将苏翊鸣表达了对“冰墩墩”的喜爱：“我

看中国短道速滑队（领奖）时就特别羡慕。

今天真的拿到了，我在领奖台上看了它好

半天，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表现，赢得更多

的‘冰墩墩’。”

在短道速滑混合接力赛中，匈牙利运

动 员 刘 少 林 收 获 一 枚 铜 牌 ，喜 提 金 色“ 冰

墩墩”。他说，“我有一个 3 岁的妹妹，到时

候再赢一个的话我给她，这个我不给她。”

让网友直呼：只要进入冬奥前三名，都有专

属定制的“冰墩墩”。设计团队透露，这个可

是专门给运动员定制，“岁寒三友”版的“冰

墩墩”。

记者了解到，有外媒开设专题介绍“冰

墩墩 ”：“充满魅力的笑容，敦实可爱的身

姿，这只熊猫将在数周之内，作为冬奥会吉

祥物活跃在北京街头。”还有日本记者更是

把自己改名为“义墩墩”，直接把斩获的“冰

墩墩”寄回日本，直播开箱引发热议。在闭

环内的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除了紧张的赛

事报道，也不忘拍 vlog 向读者及时汇报“冰

墩墩”的抢购进展。

时隔 14 年，奥运会又回到北京，全世

界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中国。此刻的中国，用

憨态可掬的“冰墩墩”，传递着中国人对冬

奥盛会的热情，表达着中国人独有的冰雪

浪漫。全球疫情之下，一场冰雪之约如期而

至，中国创造非凡、探索未来的自信，传递

着友好的信号，大家因“冰墩墩”更加喜爱

冰雪运动，更加关注奥林匹克精神。

“无国界无差别的真爱”好疯狂，我们

不枉为“墩迷”一场！

“冰墩墩”老爸说自己都没想到

为啥人人都爱“冰墩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