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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思 王军利

1 月 10 日，22 岁的李嘉隆带着自己的

行李坐上太原开往北京的高铁，开启了他

的“冬奥之旅”。对于今年大四的李嘉隆来

说，参与到冬奥会服务中是偶然事件，但做

好奥运会服务是必然事件。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运动员在赛

场 为 国 争 光 ，世 界 感 受 到 了 中 国“ 冬 奥 一

代”以热爱投身竞技体育的魅力。幕后，一

群青年大学生带着这代人特有的气质，以

志愿者、工作人员的形式出场，成为这场国

际赛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贴好每一张封签条

刚 刚 结 束 考 研 的 李 嘉 隆 在 家 等 着 过

年，父母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时提到有参与

冬奥会服务的机会，他赶忙应下来。

除了知道自己要参与的是安保团队的

工作，李嘉隆对其他一概不知，但“冬奥会”

三个字足够吸引他。“人生不一定有几次机

会参与到世界型赛会的服务中，这是人生

中一次很宝贵的经历。”

出发前，李嘉隆按照要求带了一双黑

皮鞋，一个洗漱包和几件换洗衣服，他想象

着安保团队的日常工作，觉得大概率是“站

岗”，自己能吃苦一定能胜任。他还想到冬

奥会可能有外国人问路，没法回答“有损国

家形象”，便抓紧时间补习英语。

李嘉隆准备了两个英语 App“辅导自

己”，一个用来学习新单词，一个用来查找他

“脑补场景”中出现的词句。“我假想自己遇到

外国人的场景，可能要说什么话，说这句话

的过程中遇到不会的单词，我就查一下。”“他

拿了一张冰墩墩的照片，问我这是什么？在

哪里买？我得告诉他去冬奥会特许商店，路

线怎么走⋯⋯”在这样的训练下，李嘉隆觉

得自己可以和问路的外国朋友“无碍沟通”。

不过，一周多的培训让李嘉隆意识到，

这份工作“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工

作的主要对象是汽车，也遇不到外国人和

他问路。不少从没听过的名词在他脑海里

打转，一遍遍地重复该如何做好这些工作。

正式上岗后，每天凌晨 5 点 30 分起床，

5 点 40 分集合发车。大巴车载着李嘉隆一

行，从住地赶往延庆赛区物流安检场。位置

在延庆奥运村闭环外，李嘉隆负责给所有

通行车辆贴上封签条，“拥有这个专属印记

的车辆才能进入奥运村。”

第一天上岗，李嘉隆就发现了“封签”

中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车辆到达李嘉隆所

在的关卡之前已经经过了两到三个关卡，

其中一个步骤是对车辆进行整车消毒，“车

体门闩变滑，直接贴在车门上不牢固，会影

响车辆后续通行。”

为了保障车辆后续通行顺利，李嘉隆

想了好几种办法牢固封签条，“堵住锁芯，

锁芯要是被破坏了就证明车辆在检查后又

被打开了，不能进入奥运村。”时间久了，李

嘉隆研究出了“X 式贴法”，有多少种车，哪

种车用什么样的贴法，他心中有数。

每天帮车辆贴好封签条后，李嘉隆都

会和司机示意，可以走了。因为疫情防控需

要，司机不能摇下车窗，肢体表达、眼神交

流成了李嘉隆和司机们的问候方式。“有时

候一个示意，心里感觉真暖。”

最 多 的 时 候 ，李 嘉 隆 一 天 贴 了 50 辆

车。他每天看着自己贴过标签的转播车、运

动员行李车、食品车能够顺利通行进入奥

运村，心里满满的成就感。李嘉隆知道，自

己得把这件事做好，保证每一辆从他手里

经过的车，封签条都完好无损。

手绘海报，传播传统文化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008 名

乐手千人一面所演绎的《击缶而歌》让 11
岁的李茂粟深感震撼。奥运会比赛结束后，

他就喊着父母带他去鸟巢参观。

2022 年 延 庆 冬 奥 村 ，中 国 石 油 大 学

（北 京）的 志 愿 者 李 茂 粟 正 带 领 小 伙 伴

们 忙 着 清 点 物 资 和 冬 奥 村 人 员 订 购 的

物 品 清 单 。对 于 李 茂 粟 而 言 ，能 够 在 第

一 线 参 加 冬 奥 会 志 愿 服 务 ，是 一 次 圆 梦

的 过 程 。

李茂粟工作的地点是收费卡服务台，

志 愿 者 们 每 天 都 要 面 对 来 自 各 地 的 运 动

员。为了方便刚到冬奥村的代表团了解服

务台的工作时间，李茂粟谋划着做个海报

贴在窗口。因为正值新年，他觉得索性加入

春节的元素，既有实用价值，还能兼具“传

递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海报一贴出，不少外国朋友的目光就

被吸引了，看到的都得停下来拍张合影。不

少人还会问清楚，海报中的元素是什么。

有了这次经验，李茂粟和小伙伴们利

用休息时间手绘了 20 多张“传统文化”明

信片，中国功夫、北京烤鸭、饺子等带着中

国标签的图案成了明信片的主角。他们把

其中一些明信片作为纪念品赠送给了来咨

询的外国代表团成员。

“外国朋友非常高兴，有些也会邀请我

们一起合影。”工作之余传播中国文化，李

茂粟觉得“很有价值”。

记录志愿者的故事

早在去年 9 月 26 日，中国政法大学的

刘奕辰已经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冬奥会志愿

服务工作中了。她没想到的是，刚一上手就

要搞个“大动作”——制作北京冬奥会倒计

时 100 天的鸟巢志愿者宣传视频。她和清

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的

7 名小伙伴组成了筹备组。

这条视频按照计划需要在 10 月 23 日

上线播出，而这意味着留给她们的时间只

有 28 天。

由于志愿者们白天还都在上课，所以

筹备策划的线上会议大多安排在晚上 9 点

以后。如何既体现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

魅力，又体现出志愿者们翘首以待的热情，

每一个细节她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最终，10 所高校、12 组视频素材、13 组

图片素材，共计 16.2GB 的素材经过重新剪

辑调整，如期上线。这条视频不仅传递出志

愿者们热情奔向冬奥会的状态，还在央视

频平台收获了 4.5 万的播放量。

作为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志愿者工作

助理，刘奕辰还担任了《巢话志愿》的编辑

工作。负责制作国家体育场志愿者工作简

报，内容涉及人物专访、工作动态、场馆工

作介绍以及志愿者名片等内容。

刘奕辰了解到，很多志愿者和自己一

样，都是第一次在外过年，难免思乡心切。

经过和指导老师的一番沟通，她负责开设

“巢语家书·我在鸟巢向父母报到”版面，收

集春节期间志愿者的父母、家人写给志愿

者的家书和志愿者的回信。

有人在家书中表达喜悦和兴奋，也有

人在家书中表达想念。在众多家书中，有一

位女生的故事让她鼻头一酸，“读了信才知

道，女生在其他长辈口中才知道父亲前段

时间生病，而父亲为了不影响志愿服务工

作一直瞒着她。”刘奕辰希望通过家书在家

人和志愿者中搭建桥梁，表达专属于他们

的情感。

2 月 4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团

队中有 4 位志愿者恰巧也在当天过生日。

“ 在 志 愿 者 之 家 ，大 家 一 起 为 他 们 唱 生 日

歌，随后大家再次投入开幕式准备和保障

中。”刘奕辰在现场记录下了这一幕。

像这样的故事，刘奕辰都在默默记录

着。在她眼中，志愿者们充满责任、热情，是

一群专业扎实、饱含希望的青年。从不断探

索到定型版面，刘奕辰和伙伴们勾勒出《巢

话志愿》的模样；从月刊拓展到半月刊，她

们在一份份稿件和照片中打造着鸟巢志愿

者的独家记忆。

刘 奕 辰 在 志 愿 日 志 中 写 下 这 样 的 文

字：“一步步走来，开幕式的筹备工作像

一架精确严密的机器，每一位志愿者都是

这架机器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零件，自然也

遵循着这样严谨的美学”。

专业“脑洞”齐上阵，大学生服务冬奥创意多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罗希 毕若旭
实习生 舒天楚

“是真的很想入手一墩。”上海交大影视

系研究生何玉婷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在西

南地区长大的她，对冰墩墩形象感到格外亲

切：“小时候经常去看大熊猫，川渝地区街头

也有各种各样的熊猫 IP形象，但第一次看到

冰墩墩时仍让我眼前一亮！”何玉婷坦言，虽

没有收集手办、玩偶的爱好，但她多次联系

北京的同学试着帮她购买冰墩墩。

跨越了 3500 公里，陈瑞清的冰墩墩才

来到她的身边，这也让她成了周围同学中

唯一拥有冰墩墩玩偶的“幸运儿”。这只毛

茸茸、带透明软壳的玩偶来自西藏，陈瑞清

坦言，“曲线购墩 ”的经历多少有些传奇 ：

“我的一位朋友有家人在西藏工作，因为春

节期间当地邮局没开门，过完年几天邮局

营业时还有存货，我才凑巧买到。”

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一只

身穿透明冰晶外壳、头绕彩色光环、酷似宇

航员的熊猫迅速圈粉无数。网络上霸榜热

搜，现实中周边脱销，作为本届冬奥会的吉

祥物，冰墩墩的风靡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国

产 IP 塑造。为探究冰墩墩的“出圈密码”，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 3056 名高

校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4.11%
受访大学生表示喜爱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

当 一 只“冰 晶 熊 猫”一 跃
成为“新晋顶流”

2022 年元旦期间，上海交通大学设计

学院 00 后大一新生楼依贝曾在学校组织

的“餐券版面设计征集”活动中提交了一份

亮眼设计——她将上海交大极具代表性的

“紫气东来”门前两只严肃的石狮子，幻化

为卡通风格的冰墩墩、雪容融，一经展出便

收获了全校师生的关注。最终，这份设计印

制成为同学们攥在手中舍不得用的“冬奥

版加餐券”，在“一墩难求”的今天，更是成

了同学们夹在书里“睹券思墩”的“宝贝”。

“太难抢了。”为了在奥林匹克官方旗

舰店抢购一只冰墩墩手办，就读于山东建

筑大学的易倩莹特意上了闹钟，“卡着时间

进入页面，直接显示售罄了。”中青校媒调

查显示，78.21%受访大学生愿意购买冰墩

墩相关周边产品。持续的抢购热潮下，“一

户一墩”“应墩尽墩”等话题阅读量超过 10
亿。

令朋友们羡慕不已的陈瑞清也是“一

墩难求”的“过来人”。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她

曾在学校组织下到现场观看冬奥会比赛，

得知她能去比赛场馆的纪念品店后，朋友

们纷纷找她“求代购”。但走进纪念品店，她

发现货架上不仅一个冰墩墩玩偶都没有，

而且商店有严格的限购政策，每个人只能

买 1 件带有冰墩墩图案的商品。“不仅是没

有玩偶，连挂着一个小小的立体冰墩墩的

钥匙扣都没有。当时我有同学就感叹：‘全

北京已经找不到一个 3D 的冰墩墩了’。”

冰墩墩的“出圈”不仅在国内。日本记

者辻岗义堂胸前挂的 6 个冰墩墩徽章；匈

牙利短道速滑选手刘少林赢了一个“金墩

墩”后决定自己留着，不给 3 岁的妹妹；在

国外电商平台，冰墩墩的售价折合数百至

上千元人民币，但也都是“售罄”状态。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来自中国的吉

祥物能受到这么多国内外网友的喜欢，真

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因为看到了中国的

IP 不仅出圈了，还走出了国门，受到了世

界的认同。”陈瑞清说。

“没人能拒绝一只会抖雪的大熊猫。”

在 上 海 交 大 新 闻 传 播 学 研 究 生 刘 子 葳 看

来，作为吉祥物，冰墩墩不是个静态形象，

而是可亲可感陪在大家身边的小伙伴。在

张家口赛区扫雪，“扫了又好像没扫”；头太

大惨遭卡门，被网友建议减肥防止卡门；挑

战花滑高难度动作“4A”多次“翻车 ”⋯⋯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段视频，一次次“俘获”

了世界各地网友的心。

在陈瑞清看来，冰墩墩大火，一方面是

借冬奥会的东风，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在中

国举办的冬奥会。“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对它

的火爆也有很大的作用。”各国媒体、民众对

冰墩墩的形象认知和态度在社交网络上流

传，冰墩墩的名声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受访大学生曾用多

种方式助力冰墩墩“出圈”，59.95%受访大学

生热衷于使用、传播冰墩墩图片；54.25%曾

在与和家人好友聊天时自发“安利”；46.11%
转发、发布过冰墩墩的相关动态；41.03%曾

在各平台参与“冰墩墩”话题讨论。

“一墩难求”背后的“流量密码”

如 何 用 一 个 词 形 容 冰 墩 墩 ？“ 一 生 要

强”“人菜瘾大”“温暖可爱”⋯⋯刘子葳认

为冰墩墩的“破圈”来自动态传播中逐渐深

入人心的性格特征，以及随之建立起的情

感联结与寄托。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的张

政对此亦有同感。“我经常看到冰墩墩挑战

4A 摔 倒 ，或 是 撞 门 把 头 砸 出 一 个 坑 的 视

频 。你 会 感 觉 它 就 像 你 的 朋 友 一 样 ，有 些

‘憨憨的’，但又很可爱。”在他看来，拟人化

的运营模式让冰墩墩在获得好感的同时，

也一步步走进了网友的心里。

“熊猫已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文化元素，

冰晶外壳的设计直观地契合了冬季冰雪运

动的特点。掌心里的心形图案更是直接传

递了中国对全世界朋友的热情。”上海交大

航空航天学院研究生郑舟宇表示冰墩墩的

创意设计是其风靡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整体酷似宇航员的设计也让我觉得很惊

喜，在活泼的熊猫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中

国航天未来的无限可能。”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冯月季分析，

冰 墩 墩“ 出 圈 ”是 多 重 原 因 共 同 作 用 的 结

果。“从产品本身的角度看，冰墩墩蕴含丰

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

熊猫、冰晶外壳呈现的冰雪运动元素和现

代科技感，以及隐藏在头盔中的‘冰丝带’

场馆造型，等等。”他表示，社会文化氛围也

是冰墩墩火爆的契机。“近年来中国传统文

化符号在大型仪式和活动上的亮相屡屡令

人们感到惊艳，也呈现出大众对中国文化

的赞赏。”冯月季说道。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89.10%受访大学

生认可冰墩墩外形可爱，造型灵动；84.26%
认为冰墩墩与冬奥会相关，具有纪念意义；

61.62%喜欢冰墩墩科技感与熊猫结合的创

意设计；57.10%认为冰墩墩融合了纯洁坚

强与敦厚敦实，寓意浪漫。

何 玉 婷 认 为 ，社 交 平 台 中 活 跃 的“ 二

创”传播也是冰墩墩火爆的“流量密码”。简

笔画寥寥几笔便可描绘出冰墩墩的敦厚形

象，给全民参与、尽情发挥想象创作的热情

提供了便利 。“冰墩墩的壁纸、头像、表情

包，正全面攻占年轻人社交平台。此外，‘小

腿一蹬，与世无争’‘黑眼圈重但可爱’等各式

网友们‘二创’的表情包，更成为大学生们的

‘社交利器’，视觉化的萌系情感表达也让它

坐实了顶流明星之位。”何玉婷说道。

冯月季观察到，从产品供需的角度看，

冰墩墩作为冬奥会官方商品，筹划阶段的

产品供应有限，脱销从侧面刺激了它的热

度。陈瑞清坦言，想拥有一只冰墩墩，一方

面是因为它很可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冰

墩墩太火了，“是现象级的火”。对于想购买

冰墩墩的人来说，它早已不是摆在家具某

一格上的普通玩偶，而是一枚象征幸运与

不凡的勋章，必须得放在社交账号最显要

的位置，秀出得胜归来的气势。

“在北京冬奥会中，冰墩墩几乎一直都

在。”刘子葳认为，冰墩墩后期的持续互动

策划功不可没。“从宣传片、开幕式、比赛场

边互动、观众席气氛组、颁奖仪式，到运动

员房间，几乎所有环节所有空间，都有冰墩

墩的身影”。

冯 月 季 分 析 ，“ 从 媒 介 事 件 的 角 度 来

看，当今发达的大众媒介和自媒体的传播，

让冰墩墩的形象在媒体传播中反复出现，

也是它火爆的原因之一。”

受访大学生期待“墩墩奇
迹”未完待续

一 直 对 影 视 IP 开 发 有 所 观 察 的 何 玉

婷表示，若想让国产 IP“破圈”，首先在形

象设计上要更贴合动物本身特征。“这在迪

士尼的一些动物 IP中也可体现，比如现实中

的熊猫给人软糯憨萌的形象，以‘内八’姿势

行动，看起来憨态可掬，这些特点在冰墩墩

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以往有一些熊猫吉祥

物设计更追求外观拟人化，让熊猫身型变得

修长，反而可能脱离了头圆尾短的真实形

象，形成‘印象割裂’。”何玉婷说道。

“冰墩墩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同样是多

方位的。”冯月季说，“首先它提示我们，国

产 IP 的设计开发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础 。IP 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它更应

该具有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

是 IP 产品是否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文化

审美的基础，立足于这个基础，能够使国产

IP 打 造 出 具 有 中 国 精 神 和 中 国 价 值 的 文

化符号。”

何玉婷觉得，如今的“墩墩热”，是冰雪

运动正在大江南北普及火热的体现，也成

为中国人表达爱国热忱的另一种出口。冰

墩墩的“出圈”，也可以看作是“国潮”崛起

的又一个生动样本。

冯 月 季 认 为 ，从 微 观 的 角 度 看 ，IP 产

业的开发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一个 IP
的打造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产品或某一个

设计，它的发展关系到社会文化、经济等多

个角度。”

冯月季认为，国产 IP 想“走出去”，需

要看中 IP 产品打造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

精髓的融入，但仍然应当具有一种世界性

的视野和眼光，立足于全球化、立足于全世

界的文化互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发扬

的同时，也不能对国际目光置之不理，对其

他国家的文化拒之门外。世界各地民众的

文化心理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98.2%受访大学生

看好国产 IP“出圈”。86.42%认为国产 IP 若

想持续“出圈”，需根植于中华、地方传统文

化 ；79.38%建 议 IP 设 计 应 创 意 化 ，从 传 统

文化中寻找创意化表达；67.87%期待国产

IP 能更时尚化、紧随年轻人潮流；62.11%认

为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IP 离不开用心、

反复推敲的形象设计，60.57%希望在玩法

中融入科技感；46.11%认为应有更专业的

运营模式；42.34%期待实现国产 IP 的延展

落地，打造相关周边产品；41.85%建议尽快

推动健全版权保护机制。

冯月季介绍：“我国近些年也出台了一

些扶持文创产业的政策，来鼓励文创产业

的发展，还需要有更完善的制度性的顶层

设计。另一方面，文创产业需要更强大的人

才储备，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对优秀设计团

队的扶持和推广，是必不可少的。”

刘子葳在社交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关注

到，冰墩墩不仅活跃在“民间”，更是频频亮

相冬奥会期间的重要主场外交活动。在她

看来，高频出场助力的冰墩墩成为实打实

的国际“新晋顶流”，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

生动体现。

刘子葳期待墩墩奇迹的延续：“人人都

爱的冰墩墩，在国际上呈现出的是可爱可

亲、生机勃勃的中国形象，映射出的是北京

冬奥会以及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墩墩奇

迹，仍未完待续。”

“墩墩奇迹”，未完待续——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喜爱冰墩墩

①李茂粟（右）和同学一起设计了工作时

间表海报。

李茂粟供图

②刘奕辰在冬奥场馆工作。

刘奕辰供图

③李嘉隆给通行车辆贴封签条。

李嘉隆供图②② ③③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