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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每一场硬仗

““第一次在家门口举办冬奥会第一次在家门口举办冬奥会，，

能够参与赛场制冰能够参与赛场制冰，，队员们甭提多高队员们甭提多高

兴了兴了。”。”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体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体

育局制冰团队的领队崔云凯难掩激育局制冰团队的领队崔云凯难掩激

动的心情动的心情。。

这支由这支由 1414 人组成的制冰团队人组成的制冰团队，，负负

责国家体育馆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责国家体育馆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

场地的制冰工作场地的制冰工作。。他们都拥有丰富他们都拥有丰富

的制冰经验的制冰经验，，从事浇冰从事浇冰、、制冰工作时制冰工作时

间最长的达到间最长的达到 4040 多年多年，，最短的也有近最短的也有近

1010 年年。。他们精益求精他们精益求精，，要为冬奥会的要为冬奥会的

冰球赛场浇好每一块冰冰球赛场浇好每一块冰。。

人才齐聚为制冰人才齐聚为制冰

齐齐哈尔距离北京齐齐哈尔距离北京 10001000 公里开公里开

外外，，崔云凯和他的制冰团队为什么会崔云凯和他的制冰团队为什么会

被选中来为冬奥会冰球比赛场地制被选中来为冬奥会冰球比赛场地制

冰呢冰呢？？

原来原来，，齐齐哈尔被誉为齐齐哈尔被誉为““中国冰中国冰

球之城球之城”，”，拥有拥有 6868 年冰球发展史年冰球发展史。。一一

年当中年当中，，在齐齐哈尔举办的各类冰球在齐齐哈尔举办的各类冰球

比赛有数百场比赛有数百场。。冰球运动早已走入冰球运动早已走入

齐齐哈尔的中小学齐齐哈尔的中小学，，更是老百姓最喜更是老百姓最喜

爱的冰上运动项目之一爱的冰上运动项目之一。。对于从小对于从小

就会在冰上玩耍的东北人而言就会在冰上玩耍的东北人而言，，冰球冰球

运动也承载了他们儿时的记忆运动也承载了他们儿时的记忆。。

冰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冰球运动的蓬勃发展，，造就了齐造就了齐

齐哈尔的一批批制冰人才队伍齐哈尔的一批批制冰人才队伍。。6363

岁的崔云凯回忆说岁的崔云凯回忆说，，早在早在 19791979 年年，，齐齐

齐哈尔就在国内率先使用了人工制齐哈尔就在国内率先使用了人工制

冷冰场冷冰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齐齐哈齐齐哈

尔在制冰领域拥有了较多的人才储尔在制冰领域拥有了较多的人才储

备和丰富的制冰经验备和丰富的制冰经验。。

崔云凯所在的制冰团队涵盖了崔云凯所在的制冰团队涵盖了

老中青三代人老中青三代人，，年龄最大的制冰师年龄最大的制冰师 6565

岁岁，，最小的最小的 3030 岁岁。。当接到担任制冰团当接到担任制冰团

队领队的任务时队领队的任务时，，退休退休 33 年的崔云凯年的崔云凯

欣然答应了欣然答应了。“。“没想到退休以后还能没想到退休以后还能

为北京冬奥会赛场制冰为北京冬奥会赛场制冰，，我感到十分我感到十分

荣幸荣幸。”。”崔云凯告诉记者崔云凯告诉记者，，他从事制冰他从事制冰

工作长达工作长达 4040 多年多年，，能为北京冬奥会赛能为北京冬奥会赛

场制冰场制冰，，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大伙以前都在齐齐哈尔干制冰大伙以前都在齐齐哈尔干制冰

工作工作，，谁也没想到会到北京冬奥会赛谁也没想到会到北京冬奥会赛

场 来 制 冰场 来 制 冰 ，，家 里 人 都 为 我 们 感 到 高家 里 人 都 为 我 们 感 到 高

兴兴。”。”6565 岁的袁凯杰是一名资深的制岁的袁凯杰是一名资深的制

冰师冰师，，也是制冰团队中年龄最大的队也是制冰团队中年龄最大的队

员员。。他告诉记者他告诉记者，，能为冬奥会服务能为冬奥会服务，，

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4040 岁的李岩是一名浇冰车司机岁的李岩是一名浇冰车司机，，

他激动地说他激动地说：“：“这次能与国际制冰师这次能与国际制冰师

交流合作交流合作，，接触使用国际先进的新型接触使用国际先进的新型

制 冰 设 备制 冰 设 备 ，，学 习 不 少 先 进 的 制 冰 理学 习 不 少 先 进 的 制 冰 理

念念。。这为我以后从事制冰工作积累这为我以后从事制冰工作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了宝贵的经验。”。”

制冰团队中年龄最小的吕超制冰团队中年龄最小的吕超，，从从

事制冰工作近事制冰工作近 1010 年年。。他主要承担冰他主要承担冰

面 维 护 和 相 关 辅 助 工 作面 维 护 和 相 关 辅 助 工 作 ，，他 告 诉 记他 告 诉 记

者者：“：“制冰工作讲究团队合作制冰工作讲究团队合作，，一个也一个也

不能少不能少。。我会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我会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

为比赛的顺利进行贡献力量为比赛的顺利进行贡献力量。”。”

慢工才能出细活慢工才能出细活

制 冰 是 一 门 细 致 活制 冰 是 一 门 细 致 活 。。 刨 冰刨 冰 、、洗洗

冰冰、、浇冰是维护冰场的三部曲浇冰是维护冰场的三部曲，，也是也是

制冰的主要步骤制冰的主要步骤。。袁凯杰告诉记者袁凯杰告诉记者，，

3030 年前年前，，这些都需要人工操作这些都需要人工操作，，既耗既耗

时又耗力时又耗力。。如今这些工序只需要操如今这些工序只需要操

作浇冰车就能直接完成作浇冰车就能直接完成，，但同样需要但同样需要

慢工出细活慢工出细活。。

““制冰对水温制冰对水温、、洁净度洁净度、、PHPH 值等值等

指标都有严格的要求指标都有严格的要求，，不同比赛项目不同比赛项目

对冰的软硬对冰的软硬、、厚薄和温度要求也不尽厚薄和温度要求也不尽

相同相同。。如何控制好这些如何控制好这些，，就需要制冰就需要制冰

师自己判断师自己判断。。想要制冰制得好想要制冰制得好，，每一每一

位 制 冰 师 都 得 下 一 番 功 夫位 制 冰 师 都 得 下 一 番 功 夫 。”。”袁 凯袁 凯

杰说杰说。。

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制冰任务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制冰任务，，制制

冰师们不断学习使用新型的制冰设冰师们不断学习使用新型的制冰设

备备。。不能用设备完成的部分不能用设备完成的部分，，

他们就用手和小工具一点他们就用手和小工具一点

一点精雕细琢一点精雕细琢。。

““ 两 块 场 地两 块 场 地 ，，36003600

平 方 米 的 冰 面平 方 米 的 冰 面 ，，铺铺

冰底冰底、、喷大白喷大白、、画线画线，，所有环节都容不所有环节都容不

得一丝马虎得一丝马虎。”。”崔云凯说崔云凯说，，冰球比赛对冰球比赛对

冰 场 的 要 求 很 高冰 场 的 要 求 很 高 ，，冰 层 厚 度 大 约 有冰 层 厚 度 大 约 有

44 厘米左右厘米左右，，球场标识线的宽度也要球场标识线的宽度也要

精确到毫米精确到毫米。。

““我们将平整度误差控制在我们将平整度误差控制在 00..11

毫米或毫米或 00..22 毫米毫米。。要把最精湛的制冰要把最精湛的制冰

技艺用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技艺用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制出制出

高标准冰面高标准冰面，，让运动员发挥出最好水让运动员发挥出最好水

平平。”。”崔云凯告诉记者崔云凯告诉记者。。

传承好奥运精神传承好奥运精神

““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是北京冬奥会的是北京冬奥会的

口号口号。。对于制冰团队而言对于制冰团队而言，，他们老中他们老中

青三代的搭配青三代的搭配，，也是为了更好地也是为了更好地““传传

帮带帮带”，”，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

在国际制冰师的指导下在国际制冰师的指导下，，崔云凯崔云凯

带领制冰团队不断磨合成长带领制冰团队不断磨合成长，，吸收着吸收着

国际先进制冰理念国际先进制冰理念。“。“以往我们制冰以往我们制冰

追求速度追求速度，，每次浇冰的水量比较多每次浇冰的水量比较多。。

而这次我们被要求减少每次浇冰的而这次我们被要求减少每次浇冰的

用水量用水量，，一层一层薄薄地浇一层一层薄薄地浇。。这样制这样制

出来的冰更加紧实出来的冰更加紧实。。冰刀划过后冰刀划过后，，不不

会出现大块冰碴会出现大块冰碴，，只会出现像绵白糖只会出现像绵白糖

一样的冰沫子一样的冰沫子。”。”袁凯杰说袁凯杰说。。

崔云凯说崔云凯说，，在制冰过程中除了在制冰过程中除了

按要求操作外按要求操作外，，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技术技术

活活”。”。比如比如，，虽然先进的制冰虽然先进的制冰

车 可 以 用 电 脑 控 制 出 水车 可 以 用 电 脑 控 制 出 水

量量，，但到了转弯处车速但到了转弯处车速

减 慢减 慢 ，，还 是 需 要 手 动还 是 需 要 手 动

控 制控 制 ，，否 则 冰 容 易否 则 冰 容 易

局部过厚局部过厚，，这就考验制冰师的经验和这就考验制冰师的经验和

手感了手感了。。

制冰团队大概用了制冰团队大概用了 1212 天左右的天左右的

时间完成了国家体育馆两块场地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体育馆两块场地的

制冰工作制冰工作。。但对于他们而言但对于他们而言，，更紧张更紧张

忙碌的工作还是在比赛过程中忙碌的工作还是在比赛过程中。。每每

场冰球比赛分三局进行场冰球比赛分三局进行，，每局的间歇每局的间歇

时 间 都 是 制 冰 团 队 最 忙 碌 的 时 刻时 间 都 是 制 冰 团 队 最 忙 碌 的 时 刻 。。

““每局比赛结束时都要立刻进行冰面每局比赛结束时都要立刻进行冰面

维护维护，，再浇一次冰再浇一次冰。”。”崔云凯坦言崔云凯坦言，，他他

们不敢掉以轻心们不敢掉以轻心，，要保证冬奥会冰球要保证冬奥会冰球

比赛的顺利进行比赛的顺利进行，，就要时刻保持良好就要时刻保持良好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制冰工作中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制冰工作中。。

““通过参与这次冬奥会的工作通过参与这次冬奥会的工作，，

我们团队更加深刻理解了奥运精神我们团队更加深刻理解了奥运精神，，

也会把奥运精神传递下去也会把奥运精神传递下去，，一起向未一起向未

来来。”。”崔云凯说崔云凯说。。

制冰团队将不断提升制冰技艺制冰团队将不断提升制冰技艺

水平水平，，不断向国际制冰师学习先进制不断向国际制冰师学习先进制

冰理念冰理念，，加强团队协作加强团队协作、、发扬团队精发扬团队精

神神，，帮助年轻人早日成长为优秀制冰帮助年轻人早日成长为优秀制冰

师师 ，，把 制 冰 技 艺 代 代 传 承把 制 冰 技 艺 代 代 传 承

下去下去。。

冰 上 能 工 巧 匠冰 上 能 工 巧 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吴 浩浩

我是国家体育馆通信经理杨海

瑩，也是北京冬奥会场馆通信保障团

队 中 的 一 员 。 国 家 体 育 馆 曾 经 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3 个主场馆之一，

如今又有了“冰之帆”的新昵称，承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作为

冬奥会场馆通信保障团队，我们在这

里日夜奋战、与时间赛跑，让老旧场馆

的通信设施“换新颜”。

此前，国家体育馆很多基础设施

并不像新场馆那样完备，这给工作人

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例如，场馆内

并没有统一供暖和制冷，只能依靠运

行 团 队 后 期 购 买 的 电 暖 器 与 电 风

扇。为了保证冰场制冰质量，团队经

常要在零下 15 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

作业。

在 2021 年开展的北京冬奥会系

列测试活动中，我们通信保障团队在

克服硬件条件不足的同时，还要应对

长时间的工作和值守。那时候，平均

每天要工作近 17 个小时。从 4 点 15

分到达场馆配合应急车入位搭建，到

第二天凌晨 1 点半完成最后一班巡检

汇报后才能离开。有时，团队甚至还

需要 24 小时就近值守。大家虽然都

很 想 家 ，但 谁 都 没 有 提 出 回 家 的 申

请。“舍小家为大家”，对于我们这些冬

奥人来说并不是一句誓言，而是日复

一日的坚守。

由于我一直从事一线销售工作，

场馆通信经理的新身份要求我必须尽快掌握大量的专业知

识。为此，我与团队成员利用工作之余多次开展“深夜小课

堂”，有针对性、小范围地进行技术学习，并认真阅读相关专业

指导手册和技术标准文件。那段时间，自己满脑子只想着一

件事，就是要圆满完成冬奥场馆通信保障工作，去拼下每一场

硬仗，建好这条最前端的通信网。

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冬奥会测试活动中，国家体育馆成为

当时第一个完成除临时点位外综合布线的场馆，也是各个场

馆中启用正赛使用区域最多且部署点位最多的场馆。

“成绩代表昨天，要收获明天的果实，仍需要今天的拼搏

努力。”我常用这句话鼓励队员，也激励自己。通信保障工作

需要时时刻刻、从始至终地专注工作，才能够做到“万无

一失”。只有秉承着工匠精神，才能将工作做细、做

实、做精；也只有用匠心，才能铸就冬奥会高品质

网络。

（本报记者 李芃达整理）

最近，张文全火了。这位以“奥运小王子”

为微信名的北京青年，不仅成了外媒竞相采访

的“中国的奥运超级粉丝”，更因此前收集的能摆满

一面墙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实现了“冰墩墩

自由”。

35 岁的张文全是一名建筑公司普通职员，家在北

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这位北京

男孩用多年收藏的 5000 多件与奥运有关的藏品，把自

己不过 30 多平方米的家变成了一座“奥运博物馆”。

在收藏奥运纪念品这件事上，张文全用“痴迷”这

个词来形容自己。他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最初，我

只是想买齐自己喜欢的纪念品，结果越买越多，就有了

现在的规模。”了解张文全的人都知道，这位年轻人有

一份独特的奥运情结。

1986 年出生的张文全，初中时就成了奥林匹克的

忠实粉丝。2001 年 7 月 13 日，是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

会成功的日子。正在上初三的张文全，在体育盛会即

将开到家门口的惊喜中，默默学习奥运知识，下决心做

一名奥运志愿者，并最终梦想成真——成为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五棵松棒球场成绩打印分发志愿者。这段做

志愿者的日子辛苦又快乐，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这段

经历，也让他对奥运的热爱更深一层。

他将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追寻，具化为对各种奥运

纪念品的收藏。他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翻遍了所有

能收藏的渠道。火炬、徽章、证件、门票、模型、吉祥

物、景观旗、纪念币，甚至奥运总结报告⋯⋯遇到合心

意 的 物 件 ，都 被 他 搜 罗 来 ，像 宝 贝 一 样 安 置 到 自 己

家里。

“本来就是单纯的喜欢，开始也没想要怎么样。结

果藏品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都可以办展览了。”以

火炬为例，张文全就收藏了 30 多把，其中有 11 把北京

奥运会火炬。张文全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收藏上。

因为喜欢冰墩墩萌萌的小模样，自特许商品一上

市，张文全就开始搜罗所有能见到的冰墩墩毛绒玩具

和摆件。如今，大大小小、不同颜色、衣着各异的冰墩

墩，甚至 3 年多前的首发版，已经在他家齐刷刷站了一

面墙。“我应该是国内自发收集冰墩墩最多的人，款式

就更别提了。”提起冰墩墩，张文全的语气里有几分自

豪，“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奥运吉祥物，说明北

京冬奥会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

“一起向未来”是北京冬奥会口号，这个口号自发

布之日起，就成了张文全的微信封面，他的朋友圈里

几乎全是与冬奥会相关的消息。为了把奥林匹克的

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自 2020 年起，张文全通过各种

方式为北京冬奥会加油：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和 10 所小

学举办冬奥藏品展，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奥运知识，参

加奥运社团为冬奥加油，参演冬奥宣传片《我心中的

冬奥》和《向世界微笑》《一起向未来》等多部冬奥优秀

音乐作品 MV⋯⋯

为服务冬奥会，他选择加入城市志愿者团队。多

年的奥运迷，如今是大家眼中的“百事通”。而他的藏

品也走进了中国科技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甚至紫竹院

东门的城市志愿者服务点。张文全说，“我收藏奥运纪

念品不光是因为喜欢，也是想助力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让更多人了解冬奥会”。

“希望有一天，我能办一个真正的奥运博物馆，把

中国的奥运文化推广出去。”张文全说。

北京小伙收藏北京小伙收藏 50005000 多件奥运纪念品多件奥运纪念品——

期 待 办 个 奥 运 博 物 馆期 待 办 个 奥 运 博 物 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学聪杨学聪

北京青年张文全和他的奥北京青年张文全和他的奥

运藏品运藏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制

冰团队冰团队。。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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