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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立春，北京冬奥会开幕。一簇“迎客松”焰火在国家体育

场鸟巢上方绽放，91朵写着参赛代表团名字的“小雪花”汇聚成一朵

“大雪花”，化身北京冬奥会主火炬台。

从令外国记者频频发出惊叹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到展现中国智慧

和环保理念的“点火”构思……一场简约而又精彩的开幕式，拉开了北

京冬奥会的大幕，也奠定了本届赛事的基调。

“简约、安全、精彩”，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承诺。

大国一诺，重于泰山。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奥会筹办期间，就一再为北京打

“call”，请人们一定要到北京去看看，中国朋友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理

念和节俭办奥理念融入到北京冬奥会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的。

美国自由式滑雪男子选手亚历山大·霍尔对首钢滑雪大跳台印象深

刻：“背后那些‘疯狂的’烟囱很酷！”

这里正是巴赫心心念念想让世界看到的冬奥场景之一。十四年前，

借北京奥运会举办契机，始创于1919年的首钢集团从这里迁走，留下了工

业遗存。而今，园区已停用的烟囱和冷却塔成为大跳台项目运动员腾空

时的绝妙背景，通过转播画面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创意”。

北京冬奥会共使用了14个2008奥运场馆遗产。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

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认为，这种场馆利用模式，汇集了往届奥运

会在可持续方面的优点，新建场馆也从一开始就充分考虑赛后利用需

求，这种办赛理念为未来的奥运会提供了借鉴。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则看到了“无形

遗产”的力量：就像2008年奥运会一样，北京冬奥会的遗产也将影响一代

代中国人，“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冰雪运动国家，而这也

将进一步影响整个国家和社会”。

如今，中国已提前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中国民众观看冬奥会、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随着冬

奥会开幕日益高涨。社交媒体上关于冬奥会的“热搜”“爆点”令人目

不暇接。

北京冬奥会可不止在国内“火”，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

首席执行官伊阿尼斯·埃克萨科斯表示，根据相关数据，北京冬奥会已

经成为迄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数

字平台上，北京冬奥会也成为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埃克萨科斯很

满意地说，截至9日，全球社交媒体上有20亿人次的关注。

冬奥会的“火”，其实从吉祥物“冰墩墩”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戴

着一层“冰外壳”的熊猫已经成为全球网友新宠，运动员们纷纷表示太

想要一个“金墩墩”（颁奖版）了，很多外媒记者也成为“冰墩墩”的

铁粉。

高关注意味着高品质。“冰丝带”不断产生新纪录，“最快的冰”

背后，是高科技含量的注入和对冰面高标准追求的精益求精。当走南闯

北的德国老牌雪车教练利奥波德看到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雪游

龙”时，赞叹说这是“超凡之作”“雪车运动中的终极水平”。冬奥会

适逢春节，如何让全球运动员感受中国春节的“年味”，三大赛区各显

神通，外国运动员们也入乡随俗，美国单板滑雪选手朱莉娅·马里诺就

成了“饺子粉”：“冬奥会以来，我已吃了200个饺子。从山上（训练）

一回来，就得吃一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体育大赛都面临“安全”考验。当

下，奥密克戎毒株肆虐全球，其传染性远胜往昔，为了运动员们

能安全参赛，北京通过高效得力的防疫机制，打造了一个足够安

全的闭环。赛事过半，冬奥闭环内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埃克萨

科斯说：“对于运动员来说，安全参赛意义重大。目前看，这是

一届极其安全的奥运会。”

简约、安全、精彩
“双奥之城”惊艳世界

——北京冬奥会半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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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苏翊鸣圆了自己11岁时树立的梦想：“我要代表中国

去参加冬奥会，然后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2月7日，他站在

了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领奖台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之下的世界动

荡变革期，北京冬奥会为全世界运动员搭建了一个展现自我、超

越自我、实现梦想的舞台，向全世界人民宣示体育的凝聚力。

美轮美奂的“冰丝带”里，每天都在创造历史。一项世界纪

录、八项奥运纪录，其中多个纪录已尘封20年之久。非凡的选手

在这里圆梦，夺得速滑首金的荷兰选手伊雷妮·斯豪滕激动地

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大梦想，那就是拿到一枚奥运金

牌。今天，我做到了。”

短道速滑赛场也诞生了一项世界纪录和五项奥运纪录。中国

短道速滑队不负“王者之师”美誉，开赛以来已夺得两金，领跑

群雄。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次实现7个大项、15个分项

“全项目参赛”，其中35个小项是首次站上冬奥舞台。在已经结

束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摘得4金3银1铜，以及数不清的“第一

次”、一系列的“历史最佳成绩”，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选手的风

采与努力。

半程战罢，奖牌榜上德国、挪威、美国、荷兰、瑞典等老牌

劲旅依旧排在前列，在前两届冬奥会上均斩获两位数金牌的加拿

大目前仅得1金，中国则已超越前两届冬奥会，逼近2010年温哥华

冬奥会5金的最佳战绩，很有可能在本届创造历史最佳。

冲刺、突破、圆梦，在北京冬奥会上，五环旗下的运动员们

将“精彩”的定义一次又一次推向新高度。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一众老将在北京冬

奥会证明着自己的宝刀不老。36岁的荷兰速滑老将伍斯特在不被

看好的情况下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夺得了

自己五战冬奥会的第6枚金牌，也是第12枚奖牌。

老将老当益壮，年轻人也不遑多让。18岁的谷爱凌让世界刮

目相看。大跳台最后一跳她拿出此前从未做出的超高难度动

作——偏轴转体1620度，向金牌发起冲击。凭借近乎完美的发

挥，谷爱凌逆转夺冠。当然，她超越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同样

优秀，在第一轮就完成了偏轴转体1620度的超难动作，两人这个

动作的得分也一模一样。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场上，她

们是当之无愧的“雪上双璧”。

连续两届亚军后，23岁的日本单板滑雪选手平野步梦终于在

北京让奖牌换了个颜色，赢得U型场地技巧冠军。平野步梦同时

还是一名“双奥”选手，去年东京奥运会他参加了滑板比赛。

“跨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捷克姑娘埃丝特·莱德

茨卡却又一次单双板“双修”。四年前，她在平昌冬奥会同时获

得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高山滑雪超级大回转两项冠军，此次在

北京，她在单板项目成功卫冕，超级大回转比赛未能站上领奖

台。完成“跨项”的还有33岁德国选手丹尼斯·赫尔曼，作为索

契冬奥会越野滑雪铜牌得主，她在北京勇夺冬季两项女子15公里

个人赛冠军。

更传奇的是46岁的巴西人雅克利娜·莫朗，她作为运动员参加

了五届冬奥会和三届夏奥会，其中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也让她

成为绝无仅有的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

2月5日晚，“冰丝带”迎来了第一个奥运纪录，但所有人目光的焦

点，都聚集在全场最慢的那个人身上——而她，是这个项目的原奥运纪录保

持者。

49岁，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女子冬奥选手；八届，历史上参加冬奥会次

数最多的女运动员；在过往七届中，总共拿下5金2银2铜——德国人克劳迪

娅·佩希施泰因到达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终点线时，高举双臂，迎接属于自

己的“第一”。

“我是笑着滑过终点线的。”克劳迪娅声音微颤，“我实现了自己的目

标，这可是我的第八次奥运会。”

“更快、更高、更强”，是向冠军攀登，更是一次次向自己挑战，这正

是奥林匹克精神最动人之处。

41岁了还没拿过第一，这算不算失败？法国人约翰·克拉雷可不这么

想。在人生第一次登上冬奥领奖台，挂上一枚沉甸甸的银牌时，克拉雷觉得

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不管你是20岁还是41，这都不重要。这是块奥运奖牌

啊，这已经是很美好的回忆了。”当然，他其实拿了个“第一”：凭借这枚

奖牌，他成了冬奥史上年龄最大的高山滑雪奖牌获得者。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小将高宏博，在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

赛中只进行了简单滑行，甚至连一次空中转体也没有做。但这并非实力不

济，而是因为赛前训练时他意外脚踝骨折，对21岁的他来说，“我来过”是

为了不留遗憾。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运动员们比谁都更理解“更团结”的意义。

对17岁的苏翊鸣来说，领奖台上两位加拿大选手都是他的偶像和英雄。

赛场上拿出绝活一拼高下，赛场下则格外惺惺相惜。当有网友质疑裁判打分

时，苏翊鸣和他的教练共同发声，恳请公众终止批评。

当苔丝最后一跳失误，跌坐在雪面上痛哭的时候，获得冠军的谷爱凌没

有肆意庆祝，她和铜牌得主玛蒂尔德·格雷莫走到苔丝身边，安慰这名去年

初痛失父亲的法国姑娘。“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一起滑雪、一起做喜

欢的事，恰巧又是朋友，这种氛围非常好。”格雷莫说。

北京冬奥会上，有太多和金牌、领奖台无关的故事和感动。

24岁的爱尔兰雪橇手埃尔莎·德斯蒙德用了15年，成为爱尔兰史上首位

雪橇运动员、以一己之力创建爱尔兰雪橇协会，终于站上了冬奥赛场；多诺

万·卡里略是墨西哥30年来首位参加冬奥会的花滑选手，并在短节目、自由

滑和总成绩上都创造了个人的历史最佳战绩；中国台北姑娘李玟仪为了在高

山滑雪女子回转比赛中完赛，一步步向上攀登，返回自己错过的旗门，这是

因为在她心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未来几天里，冬奥健儿们还将在北京冬奥会上奋勇拼搏。还有更多的传

奇将诞生，更多的历史将被创造，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见证北京冬奥会书

写和平、友谊、进步的新篇章，奏响“一起向未来”的交响曲。

突破与圆梦
这是“奥林匹克时间”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奥林匹克精神闪耀

（新华社2月13日报道，有删节）



前段时间，乐山小男孩李子萌在家长圈掀起了一波热议。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天才少年，未来可期。”“少年强则

中国强！”引起热议的李子萌目前不过是乐师附小的一名五年级学

生，他从小便展现出在编程上过人的天赋。

“儿子小时候很喜欢乐高，喜欢搭建，一搭就是两三个小

时，注意力非常集中，我们做家长的也会注重营造安静的环境，给

予他思考探索的空间。”李子萌的母亲向蓓说，二年级开始，李子

萌便开始对编程感兴趣，由于自己是乐山市嘉定中学的信息技术老

师，凭借这一优势，开始做李子萌的启蒙老师。

李子萌喜欢做各种主题设计和制作，参加不同的比赛，因比

赛主题不同，要求不同，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也不同。为了能更好地

完成自己设计的作品，有更多的知识积累去支撑自己的设计，从三

年级起李子萌花了两年时间将初中物理自学完成了。“如今做物理

中考题，基本可以得满分。”

由于编程涉及不少英语词汇，李子萌的英语能力也日益增

长。向蓓介绍，“刚刚开始接触编程的时候，很多词汇他都不认

识，我不会直接告诉他，只会给他一本词典，让他自己查。子萌边

查边哭，但还是凭借对编程的热爱，咬牙坚持下来了。如今闲暇时

也会读一些英语报纸积累词汇量。”在向蓓看来，编程是一门语数

外物理综合运用的课程，非常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

“除了硬件设计和制作，他现在还对Python语言也感兴趣。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子萌还用Python语言画了一个

建党百年的LOGO。”向蓓回忆，在学习Python语言过程中，乐山

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贾礼平发现了李子萌在学习编程上的天赋，邀

请他去和大三学生一起进行课堂学习。在贾礼平教授的指导下，李

子萌还在2021阿里云AI少年挑战赛中获得了优异成绩。

两年自学初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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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萌的 

李子萌，9岁，四川乐山人，乐师附小五年级学生。

2020年，第二届“小小杯”micro：bit精英挑战赛暨do 

your bit全球挑战赛中国区决赛一等奖；2020—2021年世

界物联网博览会青少年物联网创新创客大赛全国二等

奖；第20届乐山市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人物
档案



2021年，李子萌参加doyourbit国际赛，大赛主题之一是人类福祉。看

到这一主题时，李子萌回忆起曾在网上看到过一段盲人出行的视频，内心

受到触动。“他们因为视力障碍，行动受限，出行很困难。但他们依然有

权利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幸福地生活。”

与向蓓、教练赵永年商议之后，李子萌决定将“智能盲杖”作为参赛

作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子萌和教练赵永年一起走进乐山市特殊教育

学校盲人班深入了解。“我看到几个视力重度残疾的学生，他们连在教室

里自由行走都无法办到，我想如果能设计制作一个智能手杖，充当他们的

‘眼睛’，让他们融入社会，感受四季变换，这应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

事情啊。”这一幕更加激发了李子萌的创作信心。

在设计制作智能盲杖的几个月中，李子萌遇到了很多技术问题，为了

攻克技术难关，他常常学习到深夜，最终一一解决了问题。“没有文献、

资料可以参考，全靠一点点摸索完成。智能盲杖是一种利用激光测距，语

音提示的导盲装置，以解决目前盲杖无法主动提示使用者前方障碍物的距

离的装置。使用者在摔跤等意外发生时，本装置会发出语音提示，方便使

用者找寻本装置，并可向周围人群发出求助语音信息。本装置还利用

GPS定位，实时反应出使用者当前位置定位，亲友可使用手机或者电脑及

时获取使用者当前定位。”耗时两个多月，4次前往盲人学院测试设备，李

子萌终于设计出一个完善的作品。

“我站在你面前，仪器会语音提示你，注意前方有个东西，距离你半

米。它和盲杖一样，抬手可以上下测台阶的高度，往下发现它台阶高度不

一样，可以提早提醒自己的位置。” 李子萌向记者介绍，盲杖前有一个激

光测距模块，它发现前面1到2米有障碍，就会通过旁边喇叭告诉你是多少

厘米有障碍。“智能盲杖依靠太阳能电池和电源适配器混合供电，以延长

设备使用时间 。目前的仪器，已经是不断测试、优化的第四代产品了，目

前正在申请专利。”

虽然参赛没有捧回奖杯，但李子萌表示，备赛全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他体会到做任何事除了一份热爱，也需要一份坚持。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0月，李子萌被邀请参加西瓜创客CEO肖恩

&蔚来汽车SEEDS成都站演讲，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创作。他的成长故

事也被《中国少年故事》收录，两集连载，与全国网友分享学习心得。

目前，李子萌正在积极备战“阿里云少年AI挑战赛”，作为西南地区

唯一入选的选手，李子萌表示既骄傲也很兴奋。“在发明创造的过程中，

我会想到很多有趣的事情，遇到问题，挑战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做出新

产品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李子萌笑着说，学习编程充满了乐趣

和快乐，长大后想做一名工程师，做很多机器人为生活带来便利。

本报讯 自全省公安机关“磐石”行动开展以来，夹江县公安局多

措并举、雷霆出击，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发起凌厉攻势。近日，夹江

公安通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系列盗窃汽车三元催化器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8名，核实了近20起案件，涉及金额100万余元，为“磐

石”专项行动再添战果。

2021年8月27日，货车司机林师傅一大早准备出车时，发现汽车

的三元催化器被偷了，得换个新的，需要10万左右。没有了三元催化

器的排气管，汽车尾气就得不到净化，不仅出行会受限，而且汽车年

审也过不了关。于是，林师傅赶紧到夹江县公安局报了警。该案已经

是当天接到的第三起关于“三元催化器”被盗的警情，在同一天三辆

货车的三元催化器在不同的地点被盗。专案组民警一边对现有证据、

案发现场周围所有的天网视频和社会视频进行反复梳理查看，一边对

案发地再次勘查，对周边群众深入走访，对案件进行分析研判。

通过调查跟踪、严密布控，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夹江县公安

局陆续将蒋某东等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同时，还在新都将负责

销赃的河北籍嫌疑人王某某、陈某等人抓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蒋

某东在短视频平台得知汽车配件“三元催化器”价值不菲，便邀约从

事修车工作的蒋某力、李某以及无所事事的朱某、王某一起流窜于眉

山市洪雅县、自贡市荣县、乐山市中区、夹江县等地作案。随后联系

买家王某、陈某、刘某，将盗窃的“三元催化器”卖出后进行分赃。

目前，犯罪嫌疑人蒋某东等8人均已被夹江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本报记者）

涉案百万

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汽车三元催化器案

（受访者供图）

李子萌和他的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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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盲杖 助力盲人自由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