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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奥林匹克史上唯一一座“双奥”

之城的北京正在创造更多第一——包括举

办首届实现碳中和的奥运会。

在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北京

冬奥会展现出的新技术和新趋势受到全球

关注。“从冰场的二氧化碳制冷到 100%使

用可再生能源的场馆，中国正努力举办一

场‘绿色’奥运会，以展示其在气候友好

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路透社在报道中

如此说。

中 国 承 诺 力 争 在 2030 年 前 实 现 碳 达

峰，本届冬奥会正是这一议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基于“绿色办奥”的理念，本届赛

会的东道主在可再生能源等方面进行了大

量投资。正如国际奥委会企业和可持续发

展 总 监 玛 利 · 塞 勒 斯 所 说 ，“ （中 国 人）

希望可持续发展成为他们筹备和举办本届

奥运会过程中的核心。”

聚焦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等议题的美

国 “CleanTechnica” 网 站 刊 登 文 章 称 ，

2012 年 ， 伦 敦 夏 季 奥 运 会 首 次 制 定 了 可

持 续 性 管 理 体 系 。2020 年 东 京 奥 运 会 也

设法利用新技术来减少赛事的碳排放。相

比之下，冬奥会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冰

雪运动对能源需求更高。为此，北京冬奥

会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积 极 措 施 ， 在 电 力 、 建

筑、交通等领域全方位消除碳足迹。

一些外媒注意到，作为冬奥会联合举

办城市的张家口，是中国国家级可再生能

源示范区。赛会开幕前，连接张家口和北京

的一条柔性直流输电线路已经投入运营，

确保来自张家口的风能和太阳能输送到三

个 主 要 比 赛 区 域 的 25 处 场 馆 。“Clean⁃
Technica”网站称，这条输电线路采用了多

项世界领先技术，是全球范围内电压等级

最高、输电容量最大的同类项目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全新建造

的场馆，还是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以来沿

用的场馆，都广泛采用了节能环保技术，

包括低碳建筑材料和智能造雪设备。不仅

如此，本届冬奥会还首次运用从工业废气

中收集的二氧化碳而非传统的氢氟碳化合

物为冰上运动场馆的冰面降温，避免了对

臭氧层造成破坏。路透社援引国家速滑馆

负责人吴晓南的话说，与传统制冰方法相

比 ， 二 氧 化 碳 制 冷 技 术 可 以 节 省 20%-
30%的电力。

绿色交通同样是本届赛会的亮点。路

透 社 称 ， 中 国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氢 气 生 产

国，一直在努力寻求清洁能源储运技术的

突破。本届赛会期间，主办方投放了超过

800 辆氢燃料汽车。美国 《自然》 杂志网

站也谈道，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客观上降

低了与赛会相关的交通运输强度，削减了

数以十万吨计的碳排放。同时，中国种植

了约 6000 万棵树，并在比赛区域部署氢

燃料、天然气和纯电动车辆，以对冲某些

难以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

玛 利 · 塞 勒 斯 在 接 受 外 媒 采 访 时 提

到，从前期准备阶段开始，北京冬奥会首

次将“可持续性”嵌入赛会全流程，这一

点在今后的奥运会中应当得到鼓励。加利

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能源系统研究员迈

克尔·戴维森对 《自然》 分析说，本届赛

会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更广泛的碳中和

活动是可能的”。他还说，将可再生能源

用于奥运会可能不那么困难——即使北京

不举办冬奥会，中国也会开发这些可再生

能源，并用在别的地方。

各国研究者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可

持续性对奥林匹克运动愈发重要，这与气

候变化等外部因素紧密相关。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的地理学家丹尼尔·斯科特表示，

鉴于全球变暖的威胁，让冬季奥运会更加

绿色尤为关键。到本世纪末，气温和雪况

的变化可能导致很多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

失去再次举办冬奥会的条件，这意味着国

际奥委会要“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

以 2022 年 的 北 京 为 开 端 ， 未 来 的 奥

运会将在持续变化的自然环境下直面更多

挑战。 （张昊天 综合编译）

首届“碳中和”奥运会创造历史

“当中国队的奥运健儿们携手站上领

奖台，在场的所有中国观众举起手中的五

星红旗，振臂高呼，掀起红色的热浪。”2
月 6 日 ， 北 京 冬 奥 会 短 道 速 滑 混 合 团 体

2000 米 接 力 赛 颁 奖 仪 式 举 行 ， 这 是 中 国

队在北京冬奥会获得首金的颁奖时刻，志

愿者张宇萱得到国际奥委会委员、哥斯达

黎加前总统的邀请，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

瞬间。

张 宇 萱 是 北 京 大 学 药 学 院 2019 级 本

科 生 ， 她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担 任 OFA 志 愿

者，任务是为来自全球各国的政要和国际

奥 委 会 的 高 级 官 员 提 供 一 对 一 的 日 程 规

划、翻译和车辆服务。她担任的是国际奥

委会委员、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劳拉·钦奇

利亚 （Laura Chinchilla） 的助理。

以下是张宇萱的自述：

2 月 6 日晚，我陪同劳拉女士出席了
在北京颁奖广场举办的第一场颁奖仪式：
速度滑冰女子 3000 米的颁奖典礼。在劳
拉女士顺利完成了她的颁奖任务后，得知
下一场颁奖典礼是中国队刚刚拿到首金的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2000 米接力赛颁奖仪
式，她对我说：“你应该来见证中国夺
冠，见证这荣耀时刻”。她邀请我进入奥
林匹克大家庭观礼区，观看即将进行的中
国队首金颁奖典礼。

当广播里传出“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声音时，全
场肃穆。大家庭观礼区中，几位来自各国的
观礼嘉宾本在热切交流，听到《义勇军进行
曲》的前奏响起时，嘉宾们全都安静下来，
面朝着五星红旗的方向行注目礼。

看着国旗徐徐升起，我的心情激动，
热血澎湃，空中飘扬的五星红旗寄托着
14 亿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我们共同坚守
的爱国信仰以及为坚守信仰的共同奋斗，
相信也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能够见证首金颁奖的那一刻，我为我
是一名中国志愿者自豪！

看着中国队的奥运健儿们携手站上领
奖台，在场的所有中国观众举起手中的五
星红旗，振臂高呼，掀起红色的热浪。

作为一名短道速滑的“冰迷”，从 9
岁开始我便一直关注着中国短道速滑“梦
之队”。那年正是温哥华冬奥会，中国女
队包揽全部 4 枚金牌的英姿还历历在目。
索契冬奥会上周洋的强势卫冕，平昌冬奥

会武大靖历尽波折终以王者之姿拿下首枚
男子短道速滑金牌，这一路走来中国短道
速滑队一直以永不言弃，追求公平的体育
精神感染着我。

因此，我深知这枚首金沉甸甸的重
量。我向劳拉女士讲述范可新坚守 12 年
终圆金牌梦的故事；讲述武大靖经历了平
昌冬奥会一战成名，仍能归零再出发，克
服一路的坎坷波折，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的不易。劳拉女士不住地向我点头，她说
她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场比赛的转播，看
到了几位运动员接受采访时潸然泪下，她
能体会到我的激动和自豪。

在冬奥会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升起的
那面五星红旗中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作
为一名志愿者，我更有幸看到了仪式背后
的故事。

如果说报名志愿者的动机中还存在着
一点杂念——想要见到仰慕已久的运动
员，想要现场感受比赛⋯⋯那么经过几日
的工作后，一切“杂念”都烟消云散，唯
有全心全意投入岗位。

仅是确保颁奖嘉宾都能够顺利到位这
一项任务，我和颁奖典礼的礼宾老师提前
三天便开始沟通日程，为了颁奖典礼的几
个小时，我提前熟悉了每一处经过区域的
温度和空调位置，及时提醒客户加衣；司
机师傅提前熟悉现场的复杂路线；简报室
的志愿者一直到嘉宾到达的前一秒还在一
遍遍地练习介绍内容；现场调度人员的对
讲机一刻都没有安静⋯⋯

2 月 4 日的花样滑冰比赛，为了帮助
劳拉女士寻找手机，我第一次进入了比赛
坐席区。精彩的比赛就在我背后，但我只
是疯狂地进行头脑风暴，调动一切能够想
到的途径。为了缩小寻找范围，征得劳拉
女士同意后，在场上两个节目之间的安静
间隙，我拨打了这个手机的号码，通过铃
声确定了手机的位置，找到了手机，劳拉
女士表示感谢，并在之后的行程中多次半
开玩笑说，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

这让我不禁想到，冬奥会的魅力并不
仅在于比赛本身，它能调动每个参与其中
的人的热情和决心，为奥运盛会的顺利举
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对于运动
员，展现运动之美、展现我们建设体育强
国的决心是他们奉献的方式；对于观众，
为运动员的努力而欢呼是他们对体育的尊
重；对于我们志愿者，享受全身心付出带
来的成就感，或许就是冬奥会送给我们的
最好礼物。

（张宇萱 口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整理）

“被邀请见证中国首金颁奖，
我为自己是志愿者自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特莎·莫德在 2
月 4 日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流泪了。让

她感动的，是开幕式上志愿者的一句话。

第二天，特莎在短视频平台上向网友

描述了自己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兴奋又感动

的心情。在短视频中，她含着泪说，每每

回 想 起 开 幕 式 当 晚 ， 志 愿 者 对 自 己 大 喊

“欢迎来到中国”那一幕时，都忍不住热

泪盈眶。

她还表示，志愿者十分友善、贴心。

“他们都很开心我们能来到这里，我们也

感到宾至如归”。

在特莎更早发 布 的 一 条 视 频 中 ， 她

分享了自己在当晚拍摄的视频集锦 ， 并

配 文 “ 这 是 我 生 命 中 最 疯 狂 的 夜 晚 ”。

视 频 显 示 ， 她 跟 随 美 国 队 在 鸟 巢 参 加 冬

奥 会 开 幕 式 。 她 在 入 场 时 用 中 文 对 场 边

志 愿 者 大 喊 “ 你 好 ”， 一 名 身 着 粉 色 上

衣 的 志 愿 者 热 情 地 伸 开 双 臂 ， 笑 着 用 英

文 回 应 “Welcome to China （欢 迎 来 到

中国） ”。

这则视频迅速发酵，吸引了很多国内

外 网 友 留 言 互 动 。不 少 外 国 粉 丝 被 现 场

的 热 情 感 染 ，对 视 频 中 的 志 愿 者 们 也 赞

不绝口。

在网友的接力寻人下，视频中的粉衣

小哥被找到了。这位标兵志愿者是来自清

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本科三年级的孙

泽宇。他所在的志愿者岗位被称作开幕式

的“气氛担当”，他们要站在特定位置边跳

舞边欢迎各国运动员入场。

看过视频后，他也给特莎写了回信。

“ ‘ 欢 迎 来 中 国 ’ 是 我 发 自 心 底 的 一 句

话，感谢你，因为你的镜头也帮我记录下

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刻⋯⋯祝愿你和所有

运 动 员 像 2008 年 奥 运 会 《北 京 欢 迎 你》

唱 的 那 样 ，‘ 在 黄 土 地 刷 新 成 绩 ’。” 最

后，孙泽宇邀请特莎待疫情结束，再来中

国 看 看 。 他 在 信 中 写 道 ， 自 己 会 摘 下 口

罩，当面说出那句“欢迎来中国”。

在 这 之 后 ， 两 个 年 轻 人 的 “ 双 向 奔

赴”仍在继续。

孙泽宇也在 B 站上分享了这一奇妙的

对话过程：“真的超级超级感动，所有的

爱因为北京冬奥会而相聚！”同时，收到

回 复 的 特 莎 再 次 在 TikTok 上 发 表 视 频 ，

致谢孙泽宇和因此认识的新朋友们：“感

激不尽，我爱孙同学和所有新朋友们，谢

谢你们支持我，你们友爱而好客。”

对孙泽宇来说，突然的关注让他十分

惊喜，但他表示，回忆起入选冬奥会志愿

者的经历，令他意外的还不止这些。

“在报名后的线上面试时，老师让我

们在镜头前模仿一套动作，我就觉得很奇

怪。去年 10 月，我们开始训练，训练的

场地选在了学校的体育馆，我觉得更奇怪

了，我想志愿者培训应该是教英语、礼仪

之类的，怎么会在这个大空场里。”孙泽

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体育馆

后，导演组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开始教动

作了。

“我瞬间明白了为什么要来这里，原

来我们是来跳舞的。”孙泽宇忍不住和其

他小伙伴们吐槽，用的都是“捂脸笑哭”

的 表 情 。“ 其 实 我 也 犹 豫 过 ， 不 是 因 为

累，而是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经验，身体也

不是很协调，想到自己人生第一次跳舞是

在鸟巢，就觉得‘离谱’。”

虽然一开始有些 不 好 意 思 ， 但 几 个

月 的 训 练 后， 自 己 “ 越 跳 越 熟 练 ”。“ 我

们 练 了 几 个 月 之 后 ， 所 有 的 动 作 都 掌 握

得 非 常 好 了 。 然 后 导 演 组 说 ， 这 些 动 作

都 不 重 要 了 ， 我 又 被 惊 到 了 。 然 后 他 们

说 ， 最 重 要 的 是 向 在 场 的 人 们 表 达 欢 迎

和 热 情 ， 动 作 不 是 ‘ 定 死 ’ 的 ， 我 才 明

白是什么意思。”

在 各 种 短 视 频 中 ， 孙 泽 宇 总 被 称 作

是 “ 热 情 满 满 的 粉 色 小 哥 ”， 但 在 他 看

来 ， 自 己 的 热 情 只 是 “ 平 均 水平”。4 日

当晚，他感受到的是整个鸟巢扑面而来的

热情气氛。

“开幕式有很多表演团队，候场时我

们都会在环廊里等待，很 多 演 员 临 上 场

都 会 互 相 照 面 ， 大 家 就 会 自 然 而 然 地 互

相 鼓 劲 ， 一 起 喊 ‘ 加 油 加 油 ’。 在 鸟 巢

里 ， 我 们 见 了 谁 都 会 打 招 呼 ， 所 有 人 也

会跟我们打招呼，当时的环境中不管跟谁

说 话 都 会 有 回 应 ， 大 家 就 都 成 了 ‘ 社

牛’。”孙泽宇说。

因此，向走来的运动员打招呼对于孙

泽宇来说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举动了。孙泽

宇表示：“我当时就记得这位运动员，因

为 她 用 中 文 和 我 说 的 ‘ 你 好 ’， 那 时 候 ，

我感到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气氛

都在一个频道上。”

如今，结束开幕式演出任务的孙泽宇

正 在 进 行 隔 离 。“ 等 我 隔 离 出 来 的 时 候 ，

闭幕式都演完了。但是这段时间不仅让我

有很多人生难忘的经历，还让我收获了一

些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们每天连麦看

比赛，日子过得很充实。”

谈起自己“网络走红”的感想，孙泽

宇说：“代表中国青年站在一线展现出我

们的好客，让 我 十 分 自 豪 ， 但 我 不 过 是

一 个 缩 影 。 真 正 让 运 动 员 感 动 的 是 全 体

志 愿 者 认 真 亲 切 的 付 出 和 强 大 祖 国 的 关

爱 和 欢 迎 。 我 为 全 体 志愿者，为我的祖

国而骄傲！”

美国运动员与中国志愿者的“双向奔赴”

孙泽宇 受访者供图

2 月 6 日，2022 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前，志愿者正在做相关准备工作。 视觉中国供图

□ 耿学清

谷爱凌的雪上一跳成为历史瞬间——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
跳台项目决赛中，她摘取了中国运动员在
此项目中的第一枚金牌，并成功挑战了
1620（空中转体4周半） 的超高难度。

凌空一跃纵然被世界瞩目，她赛后安
慰和拥抱伤心落泪的亚军、法国选手泰
丝·勒德，同样值得历史铭记。此举让经
过 108 年首次更新的奥林匹克格言——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Faster，
Higher，Stronger，Together） ”得到生
动诠释。奥运之光闪耀北京冬奥会赛场。

18 岁的谷爱凌无疑是本届冬奥会的
超新星。

北京冬奥会前，谷爱凌在 37 天内参
加 9场比赛，并全部站上领奖台，揽获 6
金 2银 1铜。国际雪联 （FIS） 在其官方报
道中为她点赞：“谷爱凌这赛季除了赢，
什么都没做。”在网络上，谷爱凌以“青
蛙公主”自称，言语机智自信，形象高挑
甜美，又是“斯坦福学霸”，俘获了数百

万粉丝。
类似的剧本也握在 20 岁的泰丝·勒

德手中。
切换到泰丝·勒德的视角，她同样是

年少成名的天才型选手，2 岁踏上雪板，
7 岁加入专业俱乐部。就在不到一个月
前，2022 年世界极限运动会上，泰丝·
勒德先于本次挑战成功的谷爱凌，以
1620 动作夺冠——她是大跳台历史上首
个完成4周半转体的女子选手。

另一位选手，21 岁的玛蒂尔德·格
雷莫德被誉为“大跳台之王”，在本国也
有众多粉丝。

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别，代表不同的国
家，肩负着各自国家的荣誉，这是奥运竞
技的吸引力之一。同时，她们均是人类
在此项运动中最优秀的巅峰人物，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她们是整个
人类族群的前行者，共同触摸、超越人
类的极限。

“遇强则强”，强者的赛场互相激发并
相互成就。2月 8日这场决赛精彩叠出：3
人在前两轮先后拿出“压箱底”功夫，到
最后一轮，泰丝·勒德甚至在最后一跳中

尝试转体1800的超极限动作。
尽管出现失误，但在自由式滑雪评判

的维度中，“技术进阶 （Progression） ”
是裁判考虑的因素之一，它表示运动员尝
试其他选手从未尝试过的动作将会得到高
分，“因为这名选手的动作的尝试推动了
整个运动的发展”。

在 2 月 8 日的首钢大跳台上，我们看
到了这样的尝试。她们都值得喝彩，无论是
成功的谷爱凌还是不幸失误的泰丝·勒德。

前两轮原本领先的泰丝·勒德坐在雪
上哭泣，玛蒂尔德·格雷莫德在安慰她，谷
爱凌也跪地安慰。起身后三人互相拥抱。

这一刻，她们不再是对手，而是一起
先后挑战过人类极限的战友。正像赛后谷
爱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我参加冬奥
会，从来不是为了打败其他运动员，而是
打破界限，滑到我的最好。希望这种体育
精神能展现给世界，激励更多的人。”

“青蛙公主”的跃起和拥抱 都是冬奥之光

□ 杨鑫宇

最 后 一 个 动 作 ， 1620！ 2 月 8
日，首钢大跳台，在自由式滑雪女子
大跳台决赛上，谷爱凌凌空一跃，让
广大观众记住了这个独特的数字，也
用自己的出色表现揭开了整场比赛最
大的悬念。

在最后一跳之前，当谷爱凌以
暂列第三的名次登上跳台顶端整装
待发时，几乎没人料到她会作出如
此“冒险”的选择。大跳台并非谷爱
凌的王牌项目，她参与该项目训练
甚至不到两年。将时钟拨回几个小
时前，就连谷爱凌自己都未必能预
料 到 这 个 结 果 —— 直 到 最 后 5 分
钟，她才下定决心，要用偏轴空翻
转体 1620 度这个从未尝试过的动作
挑战自己。也正是这超越自身极限
的一跳，为她赢下了人生第一块冬
奥会金牌。

对一名运动员而言，要赢下金牌
这 样 的 荣 誉 ， 实 力 当 然 是 第 一 位
的。然而，当一群代表世界顶尖实
力的选手共聚一堂、在赛场上切磋
琢磨时，一招一式间的胜负得失，
不仅关乎经验和技巧，也与运动员的
心态密切相关。

在关键的第三跳之前，谷爱凌已
经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已经“锁
定”了至少一块铜牌。如果她要“求
稳”，谁也无法指摘。谷爱凌的母亲
也在电话中跟她说，最后一跳选择一
个难度可以掌握的动作，拿一个稳妥
的分数，争一下银牌。

诚如谷爱凌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
话：“我在比赛里那种心态不是想赢
别人，我更想赢我自己。”这种将胜
负置之度外，丝毫不受其他选手表现
影响的心态，决定了谷爱凌的动作选
择，也定义了她身为运动员的人格特
点。腾空之前，她无法预测结果，落
地之后，她欣喜的样子仿佛从未想过
自己能够做到。即便如此，她还是选
择了勇敢尝试，并最终在世界面前证
明了自己。

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既能站在已
经取得的成就之上，带着挑战自我的
决心勇攀高峰，也能在意料之外的状
况发生时，以从容不迫的心态笑对失
败。就在谷爱凌“创造奇迹”的前一
天，她才刚刚在同一项目的资格赛上
遭遇突如其来的危机。当时，谷爱凌
在第二跳中落地失误，雪板掉落，导
致其名次骤然滑落到第 16 名，险些
无缘决赛。然而，当终点镜头对准她
时，她摘下深蓝色头盔，脸上仍是标
志性的明媚笑容，看不到半点沮丧与
阴霾。

很多强大的人，都难免有内心的
“阿喀琉斯之踵”。在奥运赛场上，我
们看到有人因事与愿违而愤怒，也看
到有人因失败而消沉。对于付出巨大
努力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而言，这些
情绪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在高水平
竞技比赛中，越是能够从容面对失
败、迅速重整旗鼓，越能熠熠发光。
失误之后，谷爱凌在资格赛第三跳完
美发挥，顺利进入了她最终成功突破
自我的决赛。

在瞬息万变的奥运赛场上，我
们见证过太多超一流运动员亲身演
绎的戏剧性时刻。2004 年雅典奥运
会，射击运动员埃蒙斯在巨大优势
之下，竟然犯下了专业运动员不能
接 受 的 脱 靶 错 误 ， 将 金 牌 拱 手 让
出，并于 4 年之后的北京“心魔重
现”；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为中国速
滑实现金牌“零”突破的张虹滑出个
人最好成绩后，也亲口表示：夺冠的
关键在于心态。

良好的心态，可以让运动员超越
自己的极限；失衡的心态，则可能瞬
间摧垮看似坚固的防线。摔倒之后，
谷爱凌用双手比出爱心形状，让人看
到强大心灵在赛场上的力量；决胜时
刻，谷爱凌用漂亮的腾空展现出了
1620 度的自信，也践行了 1620 度的
自由。

创造奇迹的
是1620度的
从容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