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2月 17日 星期四8 冬奥会特别报道

有望将奥运吉祥物经济引向有望将奥运吉祥物经济引向新新高度高度——

冰 墩 墩 实 力 走 红 冬 奥 会冰 墩 墩 实 力 走 红 冬 奥 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

新疆各地开展滑雪冬令营和研学游活动—

青少年滑雪培训热起来
本报记者 耿丹丹

文创文创

IPIP

重在深耕重在深耕郭静原郭静原
眼下，北京冬奥会进入尾声，但冬奥会

吉 祥 物 冰 墩 墩 的 热 度 丝 毫 没 有 受 到 影

响。记者在相关电商平台和冬奥会闭环

里的奥运特许商品零售店内看到，冰墩墩

备受追捧。

热度不减热度不减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结束后，一

夜之间，冰墩墩就买不到了。

如今，10 多天过去了，记者发现，冰墩

墩热度依旧不减。“我们这里现在只有少量

的冰箱贴可以保证供货，而且一人限购一

个。”2 月 14 日下午，记者来到冬奥会闭环

内所住酒店楼下的特许商品销售网点时，

服务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又乘班车来到主媒体中心的官方

特许商品零售店，只见门口排着长长的队

伍。与前几天不同的是，队伍自动分为了

两条：一条是排队专门等候购买冰墩墩手

办和公仔的，另一条则是购买其他特许商

品的。

记者随机问了一位正在等候买手办的

消费者王宇，他表示，冰墩墩的公仔和手办

太热门了。前几天他路过这里，恰巧碰见

店里刚补了一批冰墩墩公仔，总算买到一

只。“今天希望能再买一个手办。”

记者随后排到了购买其他特许商品的

队伍后面，进入店内，只见货柜上仅剩下几

款冰箱贴和徽章，服饰和书包等商品还是

比较充足的。

销售人员对记者说，这里每天上午 10

点开门，冰墩墩的手办和毛绒玩具卖得最

好，一旦有货就会被迅速抢空。

迅速迅速““出圈出圈””

冰墩墩的“出圈”并非偶然，这款吉祥

物的设计确实独具匠心，让人爱不释手。

连日来，在比赛紧张进行的同时，来自世界

各地的宾客纷纷表达了对冰墩墩的喜爱

之情。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主任克里斯托

夫·杜比说：“冰墩墩是个非常活泼、好玩、

有趣、机智的吉祥物，而且充满正能量，必

须成为我的一个收藏品。”捷克花样滑冰运

动员娜塔莉·塔施莱罗娃在她的 vlog 中说，

看到纪念礼品冰墩墩的第一眼，差点哭了

出来。冰墩墩的圈粉实力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 2019 年 9 月 17 日，北京冬

奥会吉祥物发布那天，冰墩墩的形象就正

式跟公众见面了，它还有个可爱的英文名

字，叫“Bing Dwen Dwen”。

冰墩墩从头到脚，可谓寓意深远、细节

满满。首先，它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友好

可爱、憨态可掬，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其

实，熊猫在我国作为运动会吉祥物并不是

第一次，在 1990 年的北京亚运会上，吉祥

物熊猫盼盼家喻户晓、人尽皆知。而本届

冬奥会的冰墩墩，设计团队采用 3D 技术将

熊猫拟人化了，让它看起来更加呆萌可爱，

同时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其次，冰墩墩的名字也颇有来头：冰，

是本届冬奥会的主题，象征着纯洁、坚强。

墩，寓意敦厚、健康、活泼可爱，不仅契合熊

猫的整体形象，也象征着冬奥会上运动员

们强壮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

奥林匹克精神。

再来看看冰墩墩的细节：它身披“战

甲”——一套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体现

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的特点。头部

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头盔，装饰彩色光

环，其灵感源自于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速滑

馆——“冰丝带”，流动的明亮色彩线条象

征着冰雪运动的赛道和 5G 高科技；左手掌

心的心形图案，代表着主办国对全世界朋

友的热情欢迎。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寓

意创造非凡、探索未来，体现了追求卓越、

引领时代，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

从 1968 年法国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吉

祥物“舒斯”诞生后，吉祥物就成为每届奥

运会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吉祥物以一种

和蔼可亲、包容互通的方式，架起了各国人

民之间友谊的桥梁。毫无疑问的是，北京

冬 奥 会 吉 祥 物 冰 墩 墩 完 美 地 实 现 了 这

一点。

供应跟上供应跟上

针对“一墩难求”现象，2 月 13 日，北京

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表示，目前正

在加大对冰墩墩的市场供应，尽可能满足

大家的需要。

北京冬奥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新一批

的冰墩墩毛绒玩具将优先满足闭环内运动

员、裁判员、教练员等人士需求，保证他们在

回国前能够买到冰墩墩。随着供应量逐步

扩大，将满足更广泛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冰墩墩的销售，一直会持续到今年6月

底。请大家相信，冰墩墩一定会有的！”赵

卫东说。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体育管理专业委员

会副秘书长冯珺认为，冰墩墩之所以能够

在短时间内迅速走红和“出圈”，数字经济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G 通信技术

的深度应用以及短视频和新媒体平台的蓬

勃发展，使得北京冬奥会的广大关注者特

别是作为移动互联网黏性用户的年轻人群

体，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轻松参与冰墩墩这

一文化形象的分享转载甚至二度创作，最

终促成了冰墩墩传播影响力的持续扩大。

事实上，奥运吉祥物经济本质上是一

种文化经济。冰墩墩的走红使其蕴含的敦

厚、博爱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为全世界人

民所关注，从而形成了凝聚中国文化自信、

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优化中国文化叙事的

重要渠道和载体。

冯珺说，奥运吉祥物经济已经成为现

代奥运会商业化运作的重要形式。根据相

关估算，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

经济价值在 25 亿元左右，2012 年伦敦奥运

会吉祥物温洛克的综合经济价值达 10 亿

英镑。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

墩人气持续火爆，有望将奥运吉祥物经济

引向新高度。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火

了。从各国运动员到广大观众，无不

被“冰墩墩”憨态可掬的样子征服。

这样一个闪亮的“中国 IP”横空出

世，既有新春佳节的“天时”，也有北京

冬奥会的“地利”，更是一场对文创产

品坚守文化内涵、弘扬民族自信的精

彩演绎。

熊猫作为我国独有的保护动物，

它萌态十足的形象受到世界各国人民

的喜爱。但“冰墩墩”又不仅是一只普

通的熊猫，它包裹着一层以冰糖葫芦

的糖衣为原型的冰晶外壳，创作团队

还把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镶嵌到了

它的头盔上，流动的五彩线条象征冰

雪运动赛道和 5G 高科技。此外，“冰

墩墩”整体造型像航天员，传递着探索

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梦想的美好寓

意 ⋯⋯“冰墩墩”身上呈现的中华元

素，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自信

的中国，它所诠释出中华文化的包容与

友好再一次拉近了世界各国的距离。

一个成功的文创 IP 背后，总有一

段触动心弦的文化内涵。从故宫博物

院走红的文创产品到《哪吒之魔童降

世》等国产动漫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再

到打造“中国式田园生活”的李子柒火

到国外⋯⋯中国文化元素已经成为当

之无愧的“流量密码”，这显然不是一

时兴起，而是文化自信厚积薄发的必

然结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更需要以文创 IP 建设为

抓手，打造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力

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客观上为打造中国特色

的文创 IP 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国货品牌通过挖

掘中华传统文化，不断进行融合设计与自主创新，互联网也赋

予了文创 IP 更为广泛快速的传播媒介，契合了当下中国青年

积极表达生活态度、获取价值归属的消费观念，引领了阵阵

“国潮”新风尚。

抖动着冰晶的“冰墩墩”，让我们又一次领略到中华文创

IP 的巨大潜力。然而一个“冰墩墩”显然不够，更多不同领域、

讲好中国故事的“冰墩墩”才能撑起中国文创产业的长久健康

发展。面对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要持续深

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宝藏，结合当代流行的审美趋势进

行守正创新，融汇创意与自信之美。相信借助科技与“互联

网+”力量，将有更多深入人心的 IP

形象走进全球视野，把中华文化的

魅力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位于乌鲁木齐的丝绸之路国际滑雪

场上，乔浩宸“全副武装”，踩着单板从雪道

上疾驰而下，缓慢刹停在雪道终点后，又坐

上魔毯抱着雪板奔向雪道高处。“我特别喜

欢滑雪，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这名 9 岁的

小朋友告诉记者。

乔浩宸是报名“冰雪研学游”的小学员

之一，和他一起报班学习的还有 20 多个孩

子。“现在已是第 3 期了，目前已经接待了

70 多 个 孩 子 。”研 学 游 团 队 滑 雪 教 练 杜

衡说。

杜衡告诉记者，为了让冬令营更有质

量，确保研学效果，首次上雪前，杜衡都会

对每个孩子进行雪前定级，针对不同的技

术水平，配备相应的滑雪教练，点对点精

准教学。“我们的教练配比是 1∶5，会提供

专业雪具，开辟专属教学区域，每天学习 4个

小时以上。”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越来越多的

家长、青少年对冰雪运动热情高涨，带火了

冰雪研学游市场。今年，新疆冬季体育运

动协会在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举办了“冰

雪研学系列活动——单板青训营”，委派了

6 名技术专员教授冰雪运动知识，开展青少

年滑雪培训。

滑雪板、护目镜、头盔⋯⋯在丝绸之路

国际滑雪场，孩子们穿戴整齐，一字排开，

在教练的指导下解锁滑雪新技能。新疆冬

季体育运动协会秘书长赵琦铭介绍，2018

年以来，协会在乌鲁木齐开展冰雪进校园

活动，在多所中小学校进行系统的青少年

越野滑雪滑轮培训。“我们希望让更多新疆

的孩子学会滑雪、了解冰雪运动、了解冬

奥知识。”

艾力希尔·艾斯卡尔今年 16 岁，

滑龄已有 9 年。他告诉记者，前

几年来滑雪，雪场很空，学滑雪

的人很少。“现在来雪场的都跟

我差不多大，喜欢滑雪的孩

子越来越多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乌

鲁木齐市，哈密市、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也

都开展了滑雪冬令营和

研学游活动，各滑雪场为

开展此类冰雪运动开辟了

专门的教学场地，青少年踊

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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