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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健儿王强
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重庆骄傲！

小黄鱼冬游记④

□本报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琪奥

“当冬夜渐暖，当夏夜的树上不再有
蝉……”2月4日，在国家体育场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现场，当我在零下6℃的气温
里，坐在观众席观看开幕式时，脑海里一
直回旋着这一句歌词。

2月4日，大年初四，也是中国传统节
气中的立春。“立”有开始之意，“春”代表着
温暖和生机。在这一天举办冬奥会开幕式，
寓意着各国朋友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事实上，作为一名现场采访冬奥会的记者，
无论是领取冬奥会开幕式门票，还是观看冬
奥会开幕式，我都感受到了各方面释放出
来的暖意。这些暖意，让我数度泪目。

无论是夏奥会还是冬奥会，开幕式都
是重要环节之一。故在本届冬奥会媒体
手册上，开幕式和闭幕式就被标注为高需
求赛事。这就意味着该赛事的门票将由
国际奥委会进行分配，并不是每一家媒体
都能拿到门票。所以，到北京前，我的内
心就相当忐忑。

2月2日，中国奥委会宣布记者可以
前往主新闻中心中国奥委会办公室领取
门票，我就更紧张了。当我走进办公室，
中国奥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核对了
我的单位后，对我说：“重庆日报这次有两
张票。”我的眼眶一下子泛红了，我何其荣
幸，能成为这场盛会的亲历者。

这样的兴奋一直持续到开幕式当
天。虽然开幕式在晚上8点才开始，但不
少媒体都提前数小时前往现场。我是在
下午4点多乘坐媒体班车前往国家体育
场的，当时车上已坐满了人。车抵达时，
看着被阳光涂上一层金色的鸟巢，我内心
更加激动，也越发期待开幕式将给我带来
的震撼。

进入国家体育场后，感动还在继续。
比如，为了让观众更好观赛，北京冬奥会
组委会贴心地为每位观众准备了一个礼
包。当我打开礼包，发现里面整齐摆放着
帽子、围脖、手套、垫子、毯子等保暖装备，
礼包上面写着“北京2022”字样，我的眼
眶又一次湿润了。这些小装备的背后，体
现出北京冬奥组委会的暖心。

作为一名重庆记者，在开幕式现场，
我最关心的自然是重庆元素。即使在开
幕之前，我就知道，重庆健儿、越野滑雪运
动员王强将代表运动员宣誓。不过，当大
屏幕上出现王强的名字，他与刘佳宇缓缓
走上舞台，目光坚定，精神饱满地说出誓
言时，我依然很激动。

我拿出手机，给王强发了一条祝贺的
微信，然后不断地用英文对身旁的国外友
人说：“He comes from Chongqing.”
他们听到我的话语，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当王强宣誓结束，我想到他为越野滑雪所
做的种种努力，不禁再次落泪。毕竟，作
为一个南方记者，能看到来自自己城市的
运动员参赛，并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这
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呀！

全场最燃的时刻，莫过于中国代表团
最后一个出场时，看着看台上漫天飞舞的
五星红旗，听着观众自发地喊出“中国加
油”，我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

感谢张艺谋，他不仅向世界又一次展

现了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更让我们对之
后的赛事充满了期待。正如北京2022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来》中所写：“我们都需要爱，大
家把手都牵起来……”相信这次北京冬奥
会，不仅能为世界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的
赛事，还能让大家看到一个屹然砥柱立中
流的中国。

能成为这场盛会的参与者，怎不让我
泪流满面？

冬奥会开幕式现场，我数度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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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国家体育场“鸟巢”，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正在进
行。身在现场，你能感受到一些充分的情感。

爱国之情，在这个现场特别具体。
当小男孩用小号吹响《我和我的祖国》，舞台上的一面五

星红旗开始在人们手中传递。从孩童到老人，五十六个民
族，各行各业的代表……大家微笑着双手接旗，又深情地目
送国旗传给同伴。当升旗手把国旗舒展向空中，《义勇军进
行曲》奏响……

现场零下5℃，观众们脱帽，高唱国歌，面对国旗，行注目
礼，不少人流下眼泪。那一刻，你能强烈感受到，“爱国”从来
不是一句空话，它亲切而真实，温暖而感人。当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那份“双奥之城”的自豪与荣耀，会让你站得笔直。
你会感恩背后强大的祖国，感谢撑起共和国大厦的可爱人
民。

文化之美，在这个现场特别可感。
上天有时令，四序平分别。开幕式当天，恰逢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这是一年中第一个节气。用“24”作为第24届
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的数字，充满创意与惊喜。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二十四节气各不同，在一帧
帧“屏保”影像中得以窥见。看台上，外国记者不时对着现场
大屏惊呼“amazing”（惊艳）。

自信之态，在这个现场特别自然。
开幕式暖场环节，当现场男女老少齐跳广场舞，他们自

信真诚的笑，充满力量的舞，感染了现场每个人。那些耳熟
能详的广场音乐，在“鸟巢”依然唱得响：“我还是曾经那个少
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
的纪录喝彩”……

人多，舞种自然丰富。桑巴、曳步舞、民族舞、儿童操、扭
秧歌、旗袍秀……只要有曲，就能出彩。只需几首，准保起
舞。你会被中国人的健康态、自信范深深打动。

当东道主中国代表团入场，《歌唱祖国》响起，冰雪健儿
自信满满、意气风发地走过“中国门”。现场中国观众纷纷举
起手机，或自拍，或互拍，只为了与国旗和中国健儿同框，只
因那一抹骄傲的中国红。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开幕式现场
镜头外的充分情感

□本报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琪奥

2月4日，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当晚的开幕式
上，国家越野滑雪队队员王强与国家单板
滑雪队队员刘佳宇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
运动员庄严宣誓。

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这无疑是王强
的光荣。同时，这也是重庆的光荣。因
为，除了国家越野滑雪队队员身份外，王
强还有另一个身份——重庆越野滑雪队
队员。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他将以重庆
越野滑雪队队员兼教练的身份，带领重庆
队参加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那么，王强是如何与越野滑雪结缘
的？在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有怎样的
经历？他又将如何助力重庆冰雪运动的
发展？开幕式开始前，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了重庆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柯萍，听
她分享了王强的故事。

偶然结缘越野滑雪

王强1993年出生，即将踏入而立之
年的他，是国家越野滑雪队的“老将”，也
是队里的领军人物。“王强与滑雪的结缘
其实有一些偶然。”柯萍告诉记者。

出生于黑龙江的王强虽然从小就喜
欢看雪，但与冰雪运动结缘，却是在12岁
时。“那时，王强去伊春参加一个田径比
赛，他的启蒙教练在看了他的比赛后，找
到他的父母，询问王强是否有兴趣加入伊
春体校，系统地练习滑雪。”柯萍说，父母
与王强商量后，最终决定接受伊春体校的
邀请，开始系统地练习滑雪。

当时伊春体校可选择的项目并不多，

王强选择了有着“雪上马拉松”之称的越
野滑雪。

凭借超强的身体素质和认真的训练
态度，王强很快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
为伊春体校的佼佼者。2009年，八一雪
上运动大队来伊春体校选人，王强给当时
八一雪上运动大队教练陈国光留下了深
刻印象，在他的推荐下，王强从伊春体校
转入八一雪上运动大队。

经过几年的专业训练，王强很快就在
国内比赛中崭露头角。2012年，19岁的
王强收获了自己首个越野滑雪冠军。
2015-2016赛季，他参加了国内全部的
越野滑雪比赛，包揽 10 枚金牌，并在
2016 年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上连夺 3
金。这名从黑龙江伊春市走出的少年，逐
渐成为中国越野滑雪的领军人物。

热爱让他选择坚持

凭借在国内赛事中的出色发挥，
2018年，王强成功站上平昌冬奥会赛场，
参加了越野滑雪男子双追逐（15 公里传
统技术+15公里自由技术）、50公里集体
出发古典技术等5个项目的比赛。

“王强后来告诉我，在平昌冬奥会结
束后，他一度想要放弃越野滑雪，转练其
他项目。”柯萍透露。

原来，越野滑雪不仅对选手的身体素
质要求高，训练也十分枯燥。“王强告诉
我，他们通常从早上8点半开始训练，一
天的训练时间在12小时左右，由跑步和
滑轮两部分构成，训练量很大。”

如影随形的伤病也给王强带来很大
的困扰。“2016年的全国冬运会上，王强
就是带伤作战。”柯萍说，当时王强在赛前

不慎摔倒，导致左手手腕骨裂。不服输的
他，仍想在冬运会上证明自己。伤病恢复
期间，他就和教练探讨技巧；没有雪的时
候，他戴着夹板通过滑轮徒手训练；等受
伤的胳膊慢慢能使上劲了，他迫不及待地
抓紧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届冬运会
上，王强连夺3金。

“除了艰苦的训练和伤病外，越野滑
雪带来的孤独感也让他一度想要放弃。”
柯萍说，与其他项目不同，越野滑雪的场
地通常都在大山之中，到达赛场就要坐车
前往大山里进行适应训练。“他曾经跟我
开玩笑说，虽然去过法国、瑞士等许多国
家参赛，但他从未实地感受过巴黎等地的
街景。”

最重要的是，通过参加平昌冬奥会，
也让王强看到了与国外优秀选手的差
距。“虽然他在国内能拿很多冠军，但与外
国优秀选手相比，中国越野滑雪选手在雪
感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让他在平
昌冬奥会上的成绩并不理想。”

不过，对越野滑雪的热爱，还是让
王强坚持了下来。“王强告诉我，在从韩
国回中国的飞机上，看着年轻队友充满
期盼的眼神，他最终选择了坚持。”柯萍
说，一回国，他就立刻投入到艰苦的训
练中。

事实证明，王强的坚持取得了回报。
进入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后，国家体育总
局加大了对越野滑雪项目的投入力度，不
仅为国家越野滑雪队聘请了外教，还经常
组织运动员前往欧洲训练，让他们能与世
界各地的优秀选手同场竞技，学习其先进
技术、积累国际比赛经验。

在诸多措施的助力下，国家越野滑雪

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王强为代表的
中国越野滑雪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2018年，在延安举行的
国际雪联中国城市越野滑雪积分大奖赛
中，王强获得第27名；同年举行的国际雪
联越野滑雪夏季滑轮积分赛中，他成功夺
冠；2019年，在吉林长白山举行的2019
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中，他再度
获得冠军；2021年，在上海举行的2021-
2022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
上海站比赛中，王强获得男子1.5公里自
由技术项目的冠军，并顺利获得北京冬奥
会参赛资格。

已正式注册为重庆市运动员

2021年下半年，经过国家体育总局
相关部门批准，王强正式注册为重庆市运
动员。待北京冬奥会结束后，他将以重庆
越野滑雪队队员兼教练的身份代表重庆
参加全国冬运会，让更多人感受重庆冰雪
近年来取得的进步。

“除了让他代表重庆队参赛，我们还
准备与他一起，在重庆大力推广越野滑
雪。”柯萍说，虽然重庆现在还没有越野
滑雪的场地，但可以通过开展越野滑轮
进校园、举办越野滑轮锦标赛等方式，让
重庆市民能近距离领略越野滑雪的独特
魅力，进而选拔出更多越野滑雪的专业
人才。

柯萍说，未来，重庆还将以北京冬奥
会这一契机，乘势而上，进一步加大冰雪
场馆建设力度，通过举行线上冰雪活动、
亲子滑雪比赛、雪季冬令营等方式，持续
推广普及冰雪运动，让更多市民体验和感
受到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
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这是开幕式上的“致敬人民”环节。

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

这是小号手吹响《我和我的祖国》的旋
律。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