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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强带着各式各张忠强带着各式各

样的兔儿爷参加展览展样的兔儿爷参加展览展

示活动示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团肥厚细软的陶泥，在手中几

经捏、搓、揉、掀，再用竹刀轻轻点划、

勾勒，几秒钟后就变成了一个栩栩如

生的公鸡。看北京泥彩塑代表性传

承人张忠强演示泥塑制作，是一种享

受。几十年不停地磨炼，让他塑泥的

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稳健。

在他手中，陶泥似乎有了生命，

经过制泥、做坯、上色等纯手工工序，

各式各样小物件摆进他位于北京市

西城区杨梅竹斜街的兔儿爷店，让往

来的游客流连忘返。而他新近完成

的“冬奥五虎”，更让听他讲课的孩子

们惊喜连连。这份用心，不仅来自对

老手艺传承的责任，更源于他深埋于

心的冰雪情结。

灵感源于冰雪运动

1963 年出生的张忠强是土生土

长的北京人。在他儿时的记忆

中，最快乐的莫过于冬天打

雪 仗 、溜 冰 车 的 片 段 。

“ 当 年 大 栅 栏 地 区 一 共

有 114 条胡同，每条胡同

有几十个院子。不等雪

停 ，上 百 个 孩 子 就 争 先

恐后三五成群地打起了

雪仗。”晚上回家，这些浑

身湿漉漉，小手冻得

像红萝卜、裂出

细 长 口 子

的 小

淘气们，不知要挨家长多少数落。

等风一吹雪踩实，琉璃厂的一块

硬地面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场。用竹

片做冰刀、再在上面钉上横木板，两

根硬木棍或火筷子充当冰杖，家家户

户的孩子开着自己 DIY 的小冰车参

加溜冰大赛。

“一场大雪，十来天的快活。”当

年，其他地方都是土地，只有大栅栏

附近销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古玩

奇珍的琉璃厂有硬化地面。每逢冬

日雪后，这块硬地就成了胡同里孩子

们的游乐场。”回忆起那段岁月，张忠

强语气中充满怀念。再大点，孩子们

冬天的足迹就不再局限于宣南。上

世纪 80 年代初，一家人月工资不过

30 多元，张忠强斥巨资 40 多元，买回

了自己的第一双冰鞋。从此，冬天的

前海、南海、西海、后海、什刹海，甚至

更远的八一湖，都成了他和伙伴们溜

冰撒欢儿的好去处。那种与伙伴相

伴滑冰的岁月，那份酣畅淋漓的快

乐，是他最清晰的童年记忆。

时光如白驹过隙，当

年痴迷滑冰的年轻人已

鬓染霜雪，唯一没有

改变的，是对冰雪

运 动 的 那 份 热

爱 。“ 当 我 得 知 冬

奥 会 要 在 北 京 和

张家口举办，由衷

地 感 到 高

兴 。 真

正品尝过冰雪运动快乐的人，更懂得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意义。”

而这份欣喜带来的奇思妙想，也

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他有一种冲

动，用最熟悉的陶土泥和手中的生花

妙笔，创作出与奥林匹克精神契合的

作品。

讲好非遗传承故事

见过张忠强作品的人，都会有这

样的感受，因为纯手工制作和描画，

他制作的兔儿爷或调皮或可爱或威

严庄重，每尊开脸都不一样。但有一

点始终不变，就是兔子长长的耳朵都

可以拿下来。这无疑增加了兔儿爷

制作的难度，但他坚持这样，因为“传

统的兔儿爷就是这样的”。

时至今日，像张忠强这样还在制

作兔儿爷的手工艺人已为数不多。

老手艺要想传承，就需要社会认可和

喜爱。做兔儿爷 20 余年，张忠强一直

在探索如何把传统手工技艺变成一

个文化符号，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兔

儿爷。比起手艺人，张忠强更喜欢称

自己为“守艺人”。除了自己坚守，他

也不断将这门技艺教给更多爱好者，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北京泥彩塑

技艺发扬光大。

随着北京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张忠强有了新身

份——北京第二实

验小学大兴

实验

学校的美术老师，专门教授泥塑兔儿

爷课程。这位曾经在下班后兼职摆路

边摊的手工艺人，有了自己的店铺，还

不时带着兔儿爷参与文化交流活动。

从最初业余售卖小玩意儿到现在

教学、销售、展示。张忠强每天都在思

考怎样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怎样扩

大北京泥彩塑的影响力？“我期待年轻

人加入到创作队伍中来，创造属于这

个时代的北京泥彩塑兔儿爷。”

张忠强的兔儿爷店里，与时代接

轨的作品越来越多。他还参照冬奥

会的运动项目，用陶土泥做出滑雪的

泥彩塑形象，并把这个作品带到美术

课堂上。“我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像

我们小时候一样滑冰、溜冰车，爱上

冰雪运动。”

今 年 是 中 国 的 虎 年 ，他 将 虎 的

造型与奥运五彩的元素结合，创作

了憨态可掬的泥彩塑“冬奥五虎”。

作品完成后，张忠强带它们走进

社区、学校进行展示，很受欢

迎 。“ 我 们 在 继 承 弘 扬 传

统文化时，也希望能

融入更多现代的元

素，把传统民间

泥彩塑的故

事讲好。”

非遗非遗““守艺人守艺人””的冰雪情结的冰雪情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学聪杨学聪

刘 忠 庆

是 2010 年温哥华

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

空中技巧项目铜牌得主，还

是 2013 年世界杯空中技巧冠

军，曾连续出征都灵、温哥华、

索契、平昌四届冬奥会。因左腿

内侧副韧带撕裂、半月板撕裂等

伤病，刘忠庆 2018 年退役后，回

到黑龙江省雪上运动中心继续从

事冰雪运动项目管理和训练工

作。今年，他以自由式滑雪和雪

上技巧项目赛道长的身份出现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继续着冬

奥梦。

“ 我 要 负 责 赛 道 的 全 部 工

作，包括仓库管理和协调起点、

终点、索道、医疗救援等，以及协

助 RD（赛事主管）与教练员的对

接会。”刘忠庆介绍，两年前，得

知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要在

国内选拔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

刘忠庆和同为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的妻子张鑫一起报了名。张

鑫是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银

牌得主，两人一同参加了四届冬

奥会。

技术官员要经过严格选拔，

不仅要进行多轮培训和英语考

核，口语也要达标。在经过冬奥

组委的培训和多轮考试后，夫妻两人一起入选。“以前是参

赛，这次是服务别人参赛。”刘忠庆笑着说。

担任赛道长，刘忠庆拿出当运动员训练比赛时的劲头，

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精益求精，不容差错。

刘忠庆曾以运动员身份见证了中国自由式滑雪男子空

中技巧的崛起，一直在为冰雪事业努力。这次换了一种身

份参加冬奥会，他感到十分荣幸。“能够以这种方式参与冬

奥会、服务冬奥会，同样圆了我的北京冬奥梦。”他说。

从奥运选手到赛道长从奥运选手到赛道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苏大鹏苏大鹏

在北京冬奥会的各个赛区，志愿者用专业素

养和细心耐心，为冬奥会的顺利举办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赛事服务工作很平凡，但需要倾注热

情。”“每当听到观众的感谢声，觉得所有付出都是

值得的。”在冬奥会上做志愿服务工作，是一次难

忘的体验，也有可贵的收获。

有的志愿者用坚守表达担当——

我是延庆赛区志愿者马超，我们每天的工作

主要是提醒运动员做好进餐厅的相关防疫事项，

负责运动员餐厅票证核验、流线疏导及过敏原标

注等。按照防疫要求，我们需要身穿防护服，佩戴

防护面屏、N95 口罩、一次性手套，一班工作 5 个

小时，这对志愿者的身心是很大的考验。但是，当

看到运动员们为我们周到细致的服务竖起大拇指

时，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我曾有过 2008 年奥运志愿服务经历，这让

我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参与创建

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前身——青年志愿者服务大队，让更多中石大师

生体会到了志愿服务的快乐和意义。毕业后，我

留校工作，组织了上百次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全校

师生一起做志愿者。

得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始招募志愿者时，

我第一时间就报名了。在我的周围，参与志愿服

务的老师和学生不在少数，志愿精神已成为很多

人的一种追求，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大家的

力量汇聚起来就能够产生巨大能量。

从 2008 年到 2022 年，变的是年龄，不变的

是初心！志愿服务是历届奥运会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我们用行动展示“双奥之城”的魅力。与

奥运结缘，是一份难得的经历，也是我人生中值

得铭记的事情。我与所有志愿者一同助力、见证

冬奥会的精彩，也希望向世界讲好冬奥故事、中

国故事。

有的志愿者展现了青春风采——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探微书院 2020 级的志愿

者郝宸葳。通过学校选拔，以礼宾志愿者的身份

与自己喜爱的冰雪运动开启了一段新的缘分。

由于服务对象多为各国政要、国际各单项运动委

员会负责人等，国家体育场场馆礼宾岗从前期就

要接受冬奥基本知识培训、语言水平以及服务礼

仪培训，并接受闭环管理。冬奥会开幕式前，我

和志愿者同事们一共进行了 5 次演练和服务模

拟，每次都是一大早就出发，到凌晨才能回来。

2 月 4 日晚上，在结束了开幕式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最后确认位置后，我站到金色大厅自己的服

务点位上。

当天发生的一件小插曲让我印象深刻。在

开幕式即将结束时，金色大厅外国政要陆续

退场，特勤人员把守着各扶梯口确保安全。

此时，一位男士正要从三楼扶梯下到二楼

主席台，但由于与特勤人员语言不通，双

方交流十分困难。我在确认自己点位没

有事情的情况下赶上前去承担了两人的翻译工

作 ，向 特 勤 人 员 说 明 意 图 ，使 这 位 男 士 达 成 心

愿。这次经历是难忘的，虽然只负责很小一个点

位，但能在国际盛事中展现中国青年的风采，为

冬奥会开幕式的顺利举行尽自己的一份力，我感

到非常骄傲。

今年春节，我第一次没能回家与家人团圆，很

想家。尤其在给家人打电话拜年时，有些酸楚，但

家人非常支持我的选择。我认为，当代青年要有

担当意识，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努力，充实且

有收获。

数万名志愿者在为北京冬奥会工

作 。 我 们 称 自 己 为“ 燃 烧 的 小 雪

花”，用微笑传递善意，用坚守表

达担当，在服务冬奥会的同时

也在享受冬奥会。志愿者用

笑容温暖了世界，用奉献拥

抱 了 世 界 ，让 我 们 一 起 向

未来。

（本报记者 陈蓉蓉

辛自强整理）

2022年 2月 20 日 星期日8 冬奥会特别报道

冬奥会志愿者郝宸葳冬奥会志愿者郝宸葳。。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