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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尽管赛程已近尾声，但北京

冬奥会闭环内仍是一片忙碌景象。在位于

主媒体中心南侧“立春厅”举行的例行发布

会上，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

斯托弗·杜比说，“北京冬奥会超出我们的

预期。”

“在最开始的时候，巴赫先生每天都会

召 集 我 们 开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赛 事 协 调 会

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我们要梳理和安排

当天的工作，但是后来巴赫先生取消了这

个每日协调会。”杜比说，“取消协调会的原

因很简单，巴赫先生对北京非常放心，北京

方面确实考虑到了赛事运行的方方面面，

我们不再有什么需要协调的工作。“

“冰雪之约”温暖世界

中国冬奥健儿的表现，配得上这届伟

大 赛 事 的 东 道 主 身 份 。至 记 者 发 稿 ，中 国

冬 奥 代 表 团 已 经 获 得 史 无 前 例 的 7 枚 金

牌 —— 夺 金 势 头 甚 至 仍 在 延 续 —— 两 度

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赛事尚未收官，金牌总

数已然接近前 3 届总和：2010 年温哥华冬

奥会，中国代表团获得 5 枚金牌；2014 年索

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获得 3 枚金牌；2018
年平昌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 1 枚金牌。

时过境迁，伴随着冬季运动的普及发展、尤

其是运动员在这个冬奥会备战周期内的创

新与奋战，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主场作战的

冰雪健儿不断刷新纪录。

短道速滑队 2月 5日在混合团体接力决

赛 中 贡 献 首 金 ；2 月 7 日 任 子 威 短 道 速 滑

1000 米决赛赢下金牌；2 月 8 日谷爱凌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为中国代表团添金；第四

枚金牌来自 2月 12日高亭宇的速度滑冰 500
米决赛；第五枚金牌是 2月 14日晚老将徐梦

桃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圆梦；2月 15日

苏翊鸣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摘金；2月 16日

晚齐广璞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圆梦，一

个崭新的中国冬季项目图景徐徐展开。

2015 年 7 月 31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国

际奥委会第 128 次全会，巴赫宣布中国北

京获得 2022 年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主办权，北京因此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

一个“双奥之城”。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北京冬奥筹

办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加快冰雪运动发展

和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习近平总书

记说，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补缺项、强

弱项，逐步解决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和

“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问题，推动新时

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年 之 后 ，北 京 冬 奥 会 真 正 实 现 了 中

国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展，鲜艳的五星红

旗，慷慨激昂的国歌，一遍又一遍震撼国人

的心。

“感谢强大的祖国让我在这一刻无比

幸福。”17 岁的苏翊鸣夺冠后对着数百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说，“我深知偶像的力

量有多么强大，我希望自己可以影响到更

多年轻人，让他们看到我的努力，努力永远

不会欺骗你。”

苏翊鸣的影响力、中国冰雪的影响力

正在席卷神州大地。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近日对 2269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

调 查 显 示 ，91.7%受 访 者 关 注 了 北 京 冬 奥

会，93.4%受访者从中国冰雪健儿身上，感

受到催人奋进的力量。对于赛场上中国冰

雪健儿让自己心潮澎湃的时刻，获选率最

高的是争金夺银破纪录，刷新金牌榜历史

（65.7%），然后是年轻小将自信从容参赛，

展现青年风貌（60.3%），以及多位 00 后运

动员大放异彩，未来可期（56.1%），而高达

93.6%受访者愿为没有站上领奖台的中国

冰雪健儿喝彩。

“举国体制”时代升级

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取得

的成就并不孤立存在——竞技体育世界中

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国家力量的强大

使得中国体育具备足够的条件实现由“体

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这条道路固

然艰难，但却是中国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历

史必然选择。

以 2008 年 北 京 成 功 举 办 奥 运 会 为 契

机，中国正式提出“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

迈进”战略方向，经深化改革的不断调整，

传统“举国体制”逐渐升级为新型“举国体

制”，不惧艰险、不畏挫折的中国体育以更

积极、更主动的面貌站上国际舞台。

2020 年 东 京 奥 运 会 延 期 至 2021 年 夏

天举行，在最终 33 个大项 339 个小项的比

拼中，中国代表团以 38 金、32 银 18 铜总共

88 枚奖牌的成绩结束此次奥运征程。金牌

数追平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仅次于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并列中国代表团历届奥运会

金牌数第二。38 枚金牌，也是本土以外奥

运会中夺金数量最多的记录。虽然最终以

一枚金牌之差排在美国之后，位列金牌榜

的第二位，但中国体育健儿不断突破自我，

刷新了多项个人、国家、亚洲、奥运会甚至

是世界纪录。

无论是 5 年的东京奥运会周期，还是 7
年的冬奥会筹备期和 4 年的备战冲刺期，

新型的“举国体制”提供了太多的成功经验

让体育健儿全身心投入。

“虽然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

得了不错的参赛成绩，但我们也要清醒认

识到，世界竞技体育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

显著变化，竞争依然异常激烈。”东京奥运

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在总结中继续肯定了新

型“举国体制”的必要：“中国竞技体育要继续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组织管理、科技

助力、基础体能、国家队管理、服务保障等方

面下大功夫，持续做好奥运备战工作。”

新型“举国体制”不断推动中国竞技体

育向前，本届冬奥会前，应用于航天领域的

先进技术也应用到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当中：

二七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的风洞，是

基地当中单体体量最大的设备，环形风洞长

约 50米，宽约 30米，高约 8米，风洞中各种模

拟形态的风，可以让多个项目的运动员在这

里身临其境——大约 400名备战冬奥会的集

训运动员在这里留下数据，而与数据库相连

的六自由度平台、六自由度训练系统更是为

多个中国冬季项目的磨练提供了更多选择，

从而摆脱“只能海外训练”的束缚。

这是中国冰雪“从无到有”的实证，而

无论东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冬奥会，中国体

育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托举下交出一份又

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全民健身奠定强国基石

在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受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委托，国家

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调查数据显

示，2015 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截

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到 3.46 亿人，全国已有 654 块标准冰场，较

2015 年增幅达 317%；已有 803 个室内外各

类滑雪场，较 2015 年增幅达 41%。

2013 年 8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见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会的代表时强调，全民健身是全

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

重要基础。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指出，发展

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

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以及随后出台的《全民健身

计划（2016-2020 年）》《“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

等重磅文件，凸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于通过体育提升全民健康的高

度重视，且取得明显成效。

国 家 国 民 体 质 监 测 中 心 2021 年 底 发

布 的《2020 年 全 民 健 身 活 动 状 况 调 查 公

报》显 示 ：我 国 城 乡 居 民 健 身 水 平 持 续 提

升。2020 年，7 岁及以上居民中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为 37.2%，比 2014 年增加

3.3 个百分点。

全民健身的坚实基础，让中国体育在

融入社会的背景下加速发展，北京奥运会

到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14 年 ，竞 技 体 育 不 再 是

“空中楼阁”。

以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历史最为悠久

的首都体育馆为例，2008 年首都体育馆承

接排球比赛，本届冬奥会，首体经改造再度

转换身份，承担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项

冬奥会比赛任务，而在冬奥会后，首体短道

速 滑 训 练 馆 除 继 续 为 国 家 队 提 供 训 练 场

地，还具备利用科研优势为国内各专业运

动队服务、提高运动队竞技水平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首都滑冰馆还将作为全

民冰雪运动普及和推广基地定期向公众开

放。并对大众参与冰雪运动进行公益性辅

导。按照预期，普及基地将定期向青少年和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免费开放，打造北京市

新的冰雪展览演出“圣地”。

2 月 16 日晚，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与国

家体育总局一位官员“闲聊”冬奥，他有一

句话听上去不像是玩笑：有国家的强力支

持，有全社会的参与，有符合规律的顶层设

计，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争取夏季奥运会和

冬季奥运会两个金牌榜的第一，老百姓多

了解、多理解运动员的感人事迹和拼搏精

神，身体力行去发现运动的乐趣，我们的体

育强国梦不遥远。

淬火新型“举国体制”
体育强国梦不遥远

2 月 9 日，河北张家口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大屏幕上，中国选手赵嘉文在北欧两项的跳台滑雪标准台比赛轮中。赵嘉文的参赛，是中国选手第一次获得冬奥会北欧两项参赛资格，已经创造历史。在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上，赵嘉文与中国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共同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将火炬嵌入了雪花形状的主火炬台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 王尘子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综合国力和
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关心和重视体育事业，坚持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引领体育事业发展，
将体育事业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中去谋划和推动。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正在不断迈
上新的台阶、体育强国梦正在汇入中国
梦的时代洪流中。

发展体育事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
的梦想，发展体育事业、建设体育强
国，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共同夙愿。
从 1908 年 《天津青年》 发出的“奥运
三问”到今天“双奥之城”的百年梦
圆，从曾经的“东亚病夫”到今天成为
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在过去的一
个多世纪里，几代中国人努力拼搏、砥
砺奋斗，体育与国运紧紧相连；中国体
育所实现的一次又一次突破与跨越，凝
聚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追求
卓越的艰苦探索，承载着无数家国情怀
与功勋荣耀。

时至今日，奥运赛场上的一场场精
彩比赛，一项项喜人纪录，已经向世人
充分展示了中国竞技体育的雄厚实力；
广场舞、广播操等群众健身项目的欣欣
向荣，同样向世人展现着中国全民健身
的生动画面。竞技体育健儿龙腾虎跃、
群众体育风生水起，共同演绎了中国人
民走上强国之路的矫健雄姿。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
2019 年出台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对体育强国的战略任务进行了安排；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建设体育强国”。可以说，
中 国 体 育 从 “ 弱 ” 到 “ 大 ”， 再 从

“大”到“强”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
缩影，是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鲜明印证。

发展体育事业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体育
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
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
的 全 面 发 展 的 有 效 途 径 。 早 在 1917
年，毛泽东便提出“体育之效，至于强
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
强意志”“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
体魄”的著名论断。在挑战自我、追逐
极限的竞技场上，体育所展现在人们面
前的，从来都不只有奖牌和领奖台，更
有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回

首中国体坛的那些璀璨时刻：乒乓球运
动员容国团获得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
军、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
上获得新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中国
女排创造“五连冠”壮举、北京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登上金牌榜首位、北京冬奥
会中国代表团取得史上最佳成绩⋯⋯激
动人心的成就背后，无不蕴含着以“为
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
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
的中华体育精神。随着新时代体育事业
的发展，“唯金牌论”“唯成绩论”的声
音越来越少，“争金牌而不唯金牌，争
名次而不唯名次”越来越成为共识。中
华体育精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精
神财富，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强大精神力量。

坚持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
体。体育既是国家强盛的题中应有之
义，也是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健
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育强国的衡量
标准不仅是竞技体育的成绩，还包括国
民身体素质、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热情
度、体育产业发展等指标，这也正是体
育事业的发力所向。

“十三五”时期，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日新月异，体育场地设施数量和面积大
大增加，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
热情日益高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
筹办更是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走出家门
参与冰雪运动、参与全民健身的信心，
从过去“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到如今
跨越南北、贯穿四季，“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已蔚然成风。为了更好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健身的新需求、新
企盼，促进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文件
政策也在不断出台。当前，体育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各界参
与办体育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体育产业
成为助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转型、
拉动就业消费的重要引擎。站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体育正
在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融合而发
挥多重复合功效，全民健身、健康中国
正在成为新时代体育强音。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
兴。体育承载的不只是运动健儿的个人
荣誉，更事关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精
神的振兴、人民体质的增强；体育强，
可以为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强劲动能；国力强，则会助推运动员
在赛场上勇往直前、激发全民参与体育
运动的澎湃热情。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奋发进取的新征程中，体育事业的成
就光彩夺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
路上，体育强国的梦想正在加快实现。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
教研部讲师）

中华体育精神
是全社会共同精神财富

这当然是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几
乎每位接受采访的国际奥委会官员
都对北京冬奥会充满尊重和敬意：这
是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状况下第一个
如期举行的全球赛事，中国用最大的
诚意和力量，让奥林匹克的火炬如期
闪耀，让全球聚焦北京，让体育的桥
梁连通世界，“一起向未来”。

2 月 7 日，北京首都体育馆，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决赛，任子威夺冠后庆祝胜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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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北京观光塔下的一处冰场，一位母亲推着孩子玩冰车。北京观光塔以从

低到高的五环图案作为塔的基本造型，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五个塔独立组成的观光塔。时下正值寒假，不

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地，在冬奥场馆附近，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发展体育事业不
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
扬体育道德风尚，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
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2019 年 2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时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