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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大红灯笼高高挂

起，冬奥会装饰随处可见，市民们享受着

冬奥会与新春的欢乐。冰雪白邂逅中国

红，冬奥会多了一份春节的喜庆，春节亦

多了一份冬奥的活力。

冬奥元素添彩

“妈妈快来，把我和冰墩墩、雪容融拍

在一起。”张家口市桥东区东方苑社区在

小区入口处摆放着冰墩墩、雪容融的塑

像，吉祥物憨态可掬，吸引了不少小朋友

前来合影留念。

走进东方苑社区，印有冬奥会标识的

蓝色道旗装点街道两侧，冬奥文化广场竖

立着“跳台滑雪”“高山滑雪”等冬奥会体

育项目的彩色塑像，每个塑像都配有项目

介绍。

社区宣传文化活动室内，85 岁的樊跃

庭铺开红色宣纸，用毛笔写下“一起向未

来”“迎冬奥，贺新春”。每年春节，樊跃庭

都会写对联送亲友以表祝福，今年的对联

创新融入了冬奥会元素。“咱们 2008 年办

过夏季奥运会，今年又办冬季奥运会。作

为中国人，我很自豪！”樊跃庭说。

让樊跃庭高兴的事情，还有京张高速

铁路的开通。作为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

通保障设施，京张高铁大大提升了沿线居

民的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樊跃庭告诉

记者，自己常到北京看病，如今从北京西

直门坐高铁回张家口只要 50 分钟，“风景

还没看够就到站了，方便得很”。

东方苑社区党委书记何玮恺介绍，社

区还组织冬奥英语进社区、冬奥知识小课

堂、冰雪体验等活动，将冬奥文化融入居

民日常生活中。

与冬奥会结缘的张家口，街头巷尾处

处可见冬奥会宣传牌，各大景点都有冬奥

志愿者的热情引导，已然满是浓浓的冬奥

气氛。

张家口大境门景区明德口街披上了

冬奥会“限定款”春节新装。中轴线的树

上挂满了写着“一起向未来”的灯笼，两侧

商铺贴着冰墩墩、雪容融的窗花和剪纸，

整条街道在红色和金色的装扮下，喜庆热

闹、年味十足；套圈、沙包等游戏项目一字

摆开，吸引了不少游客；亲朋好友在冬奥

会 标 志 建 筑 物 前 合 影 ，兴 高 采 烈 、欢 声

不断。

““今年春节今年春节，，既是全家团圆既是全家团圆、、阖家欢乐阖家欢乐

的时刻的时刻，，又喜迎北京又喜迎北京 20222022 年冬奥会年冬奥会。”赵

翠云在明德口街经营皮具生意已经两年

多，她告诉记者，“冬奥会火炬传递到大

境门后，更多人知道了明德口街，还有人

从外地来‘打卡’，这个春节生意比以往

更红火”。

冰雪运动火热

“新春逢冬奥，好事成双，快乐加倍。”

68 岁的东方苑社区夕阳红艺术团团长王

凤英告诉记者，“看到火炬手穿行在熟悉

的街道，我特别激动、特别骄傲。农历正

月初一，我们合唱团合唱了一首《我和我

的祖国》，以此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东方苑社区还配备了桌面冰壶、滑雪

模拟器等运动设备，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冰

雪运动。“室内运动很适合老年人，我得空

时便拉上邻居来舒展下筋骨。现在大家

运动意识更强了，精气神儿更好了。”王凤

英说。

2 月 4 日上午 9 点多，张家口市经开区

市民广场南侧的冰之梦滑冰馆已经热闹

起来。

“ 早 上 带 孩 子 来 室 内 冰 场 学 习 滑

冰。吃完午饭，下午到室外免费冰场继

续玩。”62 岁的张家口市民汤敬维是一位

资深滑冰爱好者。在他的影响下，6 岁的

孙子也迷上了滑冰。“开开心心过大年，

各有各的娱乐方式。冬奥会开幕了，我

们一起来滑冰，既能体验运动乐趣，也能

为冬奥会加油！”

近年来，张家口市全力推进室内滑冰

馆和越野滑雪场（群众娱雪场）建设，力求

实现室内滑冰馆和越野滑雪场全覆盖。

“在冬奥会的带动下，现在的孩

子们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可以充分

享受冰雪运动。”汤敬维说，自

己刚参加工作时省吃俭用买

了一双冰鞋，“那时候没场

地 ，冬 天 在 河 道 里 滑 野

冰，后来出于安全考虑，

就把冰鞋压箱底了”。

北 京 携 手 张 家 口

成功申办冬奥会后，刚

刚退休的汤敬维把冰

鞋找出来收拾一番，又

开始滑冰了。随着冰

雪运动的普及，张家口

市民的滑冰成本也在

下降，汤敬维带着孙子

玩一天，只需要 20 元。

目前，张家口全市

已建成室内滑冰馆 20 座，建设越野滑雪场

6 个，群众娱雪场 31 个，可开展滑冰、冰

车、雪圈等冰雪娱乐活动，市民可以“走出

家门上冰雪”。

“今年寒假期间，已经接待滑冰者 2 万

多人次，春节假期更加热闹，每天有两三

千人次。”冰之梦滑冰馆体育部负责人苏

涛告诉记者，冬奥会让越来越多的张家口

市民喜欢上了滑冰。“2019 年项目刚建成

投运时，1 年接待滑冰者 1 万人次左右，

2021 年已经突破到 4 万人次。”

文化氛围浓郁

冬奥会带来的新气象，不仅体现在城

市的街头巷尾，走进农村，也能感受到春

节和冬奥会的浓浓氛围。

涿鹿县武家沟镇东窑沟村是一个以

制陶闻名的千年古村，春节期间，家家户

户挂起红灯笼，贴上“全民爱运动 喜迎冬

奥会”的春联。农历正月初

五，东窑沟村社火表演拉开

序幕。舞龙、舞狮跟着绣球

或扭或挥，或跳或摇，期盼

平安与丰收，旱船、跑驴随

着 鼓 点 向 前 行 进 ，气 氛

热烈。

这是东窑沟村传统

文化年活动，通

过民间社火、地方戏曲、制

陶体验、春节民俗等活动，

展现地方风情，吸引游客前

来观光。东窑沟村党支部书记

侯建国告诉记者，2015 年以来，

村里就铆足了劲发展乡村旅游。

“举办冬奥会、京张高铁开通，

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机。”侯建国介绍，

东窑沟村将传统制陶工艺、乡村“陶居”特

色和休闲旅游相结合，在保护和恢复制陶

历史遗存的基础上，打造以“陶艺小镇”为

核心的民俗旅游产业，为古陶村的未来开

辟新路，让村民能够真正利用陶艺资源，

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乡村振兴的福祉。

村民乔嘉伟曾长期在外务工，几年前

得知张家口将举办冬奥会，决心返乡创

业，开起了农家乐。“冬奥会让张家口走向

了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千年古村’

的‘陶艺小镇’游玩。如今村子名气大了，

我的收入也多了，跟着家乡一起发展，感

觉好极了。”乔嘉伟说。

2 月 4 日晚，涿鹿新云剧团负责

人谷晓云观看了冬奥会开幕式。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谷晓云十

分激动。“北京冬奥会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如期开幕，展现

了我们不畏困难的决心和能

力。新的一年，中国一定会

更好！”谷晓云说。

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北省张家口市——

灯笼高高挂灯笼高高挂 山城山城““动动””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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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节俭办奥理念，用手工编织绒线花——

不会凋谢的颁奖花束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在冬奥会的颁奖仪式上，运动员手里拿的

花束引人注目。与往届奥运会的鲜花不同，这

个花束是手工编织的绒线花。“我们采用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线编结技艺’钩编成花

束，既不会枯萎也不会凋谢，可以成为恒久的

纪念。”恒源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忠伟介

绍，花束高 34 厘米、胸径 24 厘米，手柄的蝴蝶

结丝带上印有“BEIJING2022”字样，整体风格

清新、自然，与北京冬奥会主色调一脉相承，凸

显出鲜明的冰雪运动特色。

在奖台上颁发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是奥

林匹克运动的悠久传统。据记载，最初奥林匹

克的最高奖品是橄榄枝桂冠，象征着胜利，带

给运动员无上的荣光。后来演变成手捧花束

等。历届颁奖花束虽然花材各异，但都兼顾体

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主办国、主办城市的文化

特色。本届冬奥会颁奖花束的花材共有七类，

包括象征友谊的玫瑰、象征坚韧的月季、象征

幸福的铃兰、象征团结的绣球、象征胜利的月

桂、象征收获的桂花、象征和平的橄榄。北

京冬残奥会颁奖花束在此基础上多了一种花

材——波斯菊，象征自由和永远快乐。这些花

材的选用大有讲究，比如月季，它是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颁奖花束的主角，月季起源于中国、

盛行于世界，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也是北京

市的市花，选择月季与北京奥运会花束相呼

应，展现了“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选用橄榄

则寓意向奥林匹克传统致敬。

北 京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颁 奖 将 用 花 束

1251 束，累计花材共 16731 支。每支花材上有

叶有花，均为纯手工制作。为了完成好这项光

荣的任务，也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人参与北京

冬奥会，恒源祥集团在全国妇联等组织的支持

下，发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七地编

结社团共同参与，其中北京冬残奥会的花束主

要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完成。每家

编结社团负责制作 1 种至 2 种花材，完成后汇

总到位于上海的恒源祥集团进行总装。

“海派绒线编结技艺”上海市级传承人、恒

源祥绒线编结师励美丽是这次花束编结项目

的负责人之一。她介绍，这个化整为零的方案

非常科学。她先为各地编结社团设计花材的

编结图纸，然后通过录制视频和线上授课的形

式，教授并统一大家的工艺和技法，并以电话、

视频等方式实时解决各地碰到的各种问题。

“各地负责的花材汇总到上海后，我们一

支一支检查质量，再根据样稿扎成花束。虽然

是手工制品，但我们努力保证每束花一模一

样。”励美丽说，绒线花束既保留了奥运颁奖仪

式中花束的形式，又方便运动员携带回国、长

久保存，践行了节俭办奥的理念。

冰雪之花迎春绽放

李万祥

恰逢立春时节，我们喜迎八

方来客。当传统佳节与冬奥盛会

相 遇 ，演 绎 出 不 同 文 明 的 交 流

互鉴。

冰雪传递和平美好祝福。春

节是中国人欢庆的节日，家家户

户张灯结彩，辞旧迎新，开门纳

福。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盛

会，北京冬奥会也是欢聚的盛会、

文明的盛会。不同文化从历史中

走来，以冰雪做媒，相融交织，走

向未来。

冰雪彰显浓浓文化味。激烈

的冰雪竞技场之外，尽显东方文

明古国的文化底蕴。故宫博物院

推出以“冰雪过大年”为主题的新

春文化佳宴，融合展现古今冰雪

运动、冰嬉运动等文化知识。张

家口冬奥村里展示着与年俗相关

的非遗作品，如蔚县剪纸、武强木

版年画、藁城宫灯、饶阳虎头鞋、

丰宁铁艺灯笼等，这些都营造出

浓浓的年味儿。

冰雪谱写双城联动新篇章。

北京携手张家口举办冬奥会，成

就京张双城的冰雪之约，在冰雪

世界里比翼齐飞，联袂呈现一届

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举办

盛会为城市注入不竭发展动力，

推动经济发展红利惠及广大民众。

冰雪之上，欢歌笑语。这个春节，我们以多种多样的

冰雪活动，书写双城冬奥会故事。

不管是冬奥村里的春节热闹氛围，还是各地用传统

民俗表达喜迎冬奥会的热情，都是文明交流互鉴时焕发

出的绚丽光彩。北京冬奥会为不同文明搭建了交流互鉴

的舞台，展现不同文明的多姿多彩，更传递了和合共生、

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

每一个春天都意味着希望和新生。这个春天，北京

冬奥会播撒冰雪运动的种子，将在神州大地结出绚烂无

比的冰雪之花，也必定在新征程上留下深刻烙印，成为我

们奋发的养料，鼓舞前进的力量。

冬奥会颁奖花束是恒源祥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线编结技艺”钩编而成。

（资料图片）

图① 2 月 5 日，张家口

市涿鹿县武家沟镇东窑沟村张

灯结彩迎冬奥。

本报记者 曾诗阳摄

图② 2 月 5 日，东窑沟村村民

扭秧歌、耍龙灯，红红火火闹新春，

庆祝冬奥会开幕。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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