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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呼伦贝尔，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

夜幕下的速滑馆，华灯璀璨，流光

溢彩。

热 情 在 草 原 激 荡 ，梦 想 在 冬 运 飞

扬。今夜，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

幕式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盛大

举行。

漫天飞舞的“雪花”，烘托着喜庆气

氛；美轮美奂的灯火，唤醒了运动激情；

辽阔无垠的草原，孕育出冰雪情缘——

冰雪之美、运动之美、民族之美、梦

想之美……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上激荡飞扬，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火炬点燃，熊熊烈焰照亮夜空——

延续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热情，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内蒙古正

式拉开帷幕。

家国同梦，华夏同心。未来 10 天，

一场冰雪盛会将在呼伦贝尔精彩上演，

来自全国 35 支代表团的 3000 余名运动

员，点燃冰雪激情，共赴冰雪之约。

一

“拥抱着春天，迎接那美丽，星光和

星光，闪亮在一起，汇聚成星河……”伴

着童音，一场盛大的草原“那达慕”多彩

绽放。由此，正式拉开了“十四冬”开幕

式文艺演出的序幕。

此时此刻，让人忍不住回望沧桑岁

月——

冬 运 会 的 历 史 ，由 来 已 久 。 1959

年，全国冬季运动会揭开序幕。在 1976

年到 2012 年期间，我国举办了十届冬运

会，主要举办地是黑龙江和吉林。2016

年 在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举 办 的“ 十 三

冬”，是全国冬运会首次走出东北。

2024 年，全国冬季运动会首次来到

内蒙古。这也是内蒙古第一次承办全

国性大型体育赛事。

当冬运会与呼伦贝尔大草原邂逅，

萌发出生机勃勃和无限活力……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我国举

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深远的

全国综合性冰雪赛事，承担着后冬奥时

期提高中国冰雪运动国际竞争力、发现

优秀后备人才、巩固扩大“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成果、促进冰雪产业提

质增效的重要使命。

本届冬运会，还开创了许多个“第

一”。

第一次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

位“组团”参赛，并允许一定条件下联合

培养运动员，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第一次全面对标冬奥会设置项目，

增设青年组，既巩固优势项目实力又促

进一般项目发展，全面提高中国冰雪运

动综合实力。

第一次在冬运会上组织群众赛事

活动，近 400 名冰雪运动爱好者参加速

度滑冰、越野滑雪比赛，进一步提升人

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第一次将体能作为资格赛的准入

标准，引导各方重视体能训练，督促运

动员磨炼意志、预防伤病，提升技战术

水平。

第一次在速度滑冰、空中技巧等项

目上设定进入决赛的最低成绩标准，杜

绝低水平竞争，不断提升冰雪运动的整

体训练质量和竞技水平。

……

“十四冬”开幕式上同样也有不少

创新之举。

中国风潮，屏上生花。北京的万里

长城、杭州西湖的断桥、江西的滕王阁、

安徽的鱼灯……在开幕式上的代表团

入场环节，现场的大屏幕通过剪纸、国

潮风彩绘等艺术画面处理，不断展示不

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风情、地标风

光，带领观众一同领略多彩神州、大美

中国的时代画卷。

冬奥余韵悠长，冬运新曲唱响。近

年来，冰雪运动在国内发展十分迅速，

备受瞩目。

在 过 去 的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受 气

候、地理、场地等因素影响，我国冰雪运

动发展并不均衡，参加全国冬季运动会

的队伍大都以北方队伍尤其是黑龙江、

吉林为主。

这一次，我们不仅看到了西藏代表

队，也看到了山西代表队、湖北代表队、

广西代表队、四川代表队、香港代表队，

还有海南代表队……不少代表队实现

了首次参加冬运会。这也从侧面体现

出我国冰雪运动“南展西进东扩”的丰

硕成果，并充分巩固和拓展了“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战略成果。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让“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梦想照进现实，

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刻下了深厚的东方

印记。

如今，冰雪激情飞扬在呼伦贝尔，

民众乐享“十四冬”，将开启中国冰雪运

动发展的新篇章。

二

风 雪 交 加 ，寒 意 刺 骨 。 在 北 风 呼

啸、冰天雪地之下，一群蒙古马迎风冒

雪，驰骋在北疆大地……

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

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激励中华儿女

追逐梦想、无畏前行。

“ 蓝 蓝 的 天 上 白 云 飘 ，白 云 下 面

马 儿 跑 ，挥 动 鞭 儿 响 四 方 ，百 鸟 齐 飞

翔 ……”激 昂 的 歌 声 ，伴 随 着 悠 扬 的

马头琴飘然入耳，让人心旷神怡。

春有百花争艳，夏有蓝天白云，秋

有骏马肥羊，冬有白雪茫茫……呼伦贝

尔大草原拥有一种独特的开阔自由、宁

静和谐之美。

呼伦贝尔的冬天独具特色。如果

说 ，夏 日 里 的 呼 伦 贝 尔 是 一 幅 以 绿 色

为基调、色彩斑斓的油画 ，那么 ，冬季

的呼伦贝尔就是一幅简约疏朗的水墨

画 —— 黑 白 相 映 ，银 色 大 地 上 点 缀 着

墨色森林。

当时令渐入深秋，随着一片片雪花

飘落，往日色彩斑斓的大地百色归一，

银装素裹。呼伦贝尔 25.3 万平方公里

的大地，被勾画成莽莽苍苍、白雪皑皑

的林海雪原。

呼伦贝尔与现代冰雪运动的情缘，

早在 60 多年前便已深深结下。1959年，

内蒙古自治区速滑队便在呼伦贝尔组

建。随后，呼伦贝尔先后成立了冰球、滑

雪等专业队，冰雪运动队伍不断壮大。

与此同时，一批公共滑冰馆、室外滑冰

场、滑雪场等竞相涌现，老百姓的冰雪运

动参与度持续扩大。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为迎接

“十四冬”，一座座体育场馆在内蒙古拔

地而起，成为城市的新地标。

“十四冬”主场馆——内蒙古冰上

运动训练中心，是目前除北京冬奥场馆

外，国内硬件设施最好的室内冰上运动

比赛场地，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个

集比赛、训练、演艺等功能为一体的大

型综合场馆。

厚植“北疆绿”，增色“中国蓝”。绿

色，是呼伦贝尔的底色。

“十四冬”场馆于 2019 年建成并投

入使用。此前，场馆已经参照北京冬奥

会场馆的标准进行了一系列升级和改

造，改造项目包括灯光照明、供电、水源

过滤等 44 项。同时，利用内蒙古自治

区丰富的风能和光能，将“绿电”直接引

入场馆使用，践行绿色办赛理念。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街头，处处

张灯结彩。开幕前夕，“十四冬”主会场

前的冬运大道成了“网红”打卡地，两侧

14 组精美的冰雕和雪雕景观，令当地群

众和外地游客流连忘返。“十四冬”的宣

传标语十分醒目 ，热烈的“中国红 ”与

“冰雪白”“冬运蓝”错落有致，相映生

辉。

呼伦贝尔古城内，31 座涵盖冰雪运

动、地域文化和新春元素造型的冰雕在

灯光下流光溢彩。饱含“十四冬”元素

的中国结，五光十色的灯笼墙和树挂灯

串，鲜红醒目的春联、福字等，让“十四

冬”焕发出不一样的魅力。

冰天雪地，挡不住热情似火。草原

儿女以满腔诚意和细致入微的工作，迎

接来自大江南北的宾朋。

皑皑雪原，茫茫林海，八方来客正

齐聚祖国北疆，共赴一场冰雪之约。

三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号角已吹

响，吾辈当自强！”

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 8 名学生与

100 多名演员组成方阵，齐声朗诵《中华

体育精神颂》。

中华体育精神，以“为国争光、无私

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和弘

扬中华体育精神，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贡献体育力量，是中国体育人

的光荣使命。

体育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

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全面攀升，

更需要全民健身事业的磅礴发展。

龙马精神腾跃祖国亮丽北疆，中华

体育精神激荡神州大地。

在声声诵读中，14 名青年簇拥着火

炬入场前行，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生生

不息，中华体育精神接续传承。

燃烧的火炬升腾着勇气、拼搏、团

结和友谊，凝聚着每一个运动健儿的激

情与梦想，照亮追求卓越的征程。在经

过现场 3 棒火炬手的传递后，最后一棒

火炬手、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将熊熊燃烧

的“十四冬”火炬缓缓放入会徽造型的

点火台上。

龙马精神，一飞冲天。两名“数字

火炬手”，将一颗燃烧的“冰球”从速滑

馆内奋力击出。夜空中，红色与蓝色两

种“火焰”相互交融，一起点燃了“十四

冬”主火炬塔。

今夜，熊熊燃烧的冬运火炬，照亮

了千千万万国人的冰雪梦想。

今夜，漫天绽放的绚丽焰火，点燃

了数千体育健儿的冰雪激情。

今夜，中国冰雪将再度起航，在祖

国北疆开启一段新的篇章。

（本报呼伦贝尔2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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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谱冬运新曲 共唱草原欢歌
——写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仇建辉 马 晶

2月 17日晚，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图为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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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里，春天很多时候是一个动

词。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使得春天那

绿色的脚步从南到北一路走来，在草萌

花艳中次第铺展。然而，春天不仅仅是

一个自然现象，它同时还是一个民族在

历史积累中构成的文化意象，是一种物

候学之外的审美品格。

立春时节，呼伦贝尔大草原依然是

冰雪晶莹，但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会歌《冰雪之约》那激情的旋律中，我

们分明感受到这白雪皑皑中释放着勃勃

生机，这茫茫冬景间浸润出盎然春意。

冬运会的主办城市呼伦贝尔市的市

树是樟子松。它耐寒、耐旱、抗风沙，即

便是冰天雪地，也依然坚韧挺拔。放眼

拉开“战幕”的冬运会，赛场上那些龙腾

虎跃之景、强手悍将之搏，像极了屹立于

风雪中的樟子松，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受

到春潮的律动、春风的拂面。

从呼伦贝尔市一路向北，便来到了

伊木河。好多年前，我曾到这里的边防

连采访。那天是中秋节，天上突然飘起

了雪花。本来想写边关中秋月，没想到

却留下“中秋赏雪”的记忆。当天，战士

们踏雪而歌、冒雪而行，正常开展体能训

练。连队有一个口号是：“发扬樟子松

精神”。从此，我记住了那些在冰雪中枝

繁叶茂的青春。

相约冰雪，倾听春来。“绽放中国梦

想”“共唱草原欢歌”的愿景是冰雪盛会

浓浓春光的底色。那一场场炫目惊艳的

比赛，那一个个风驰电掣的传奇，在冰天

雪地间清晰地记录了一段跨越式的发展

轨迹——中国老百姓已经成为中国体育

运动发展的受益者。

现实总是言约旨远地标注着历史。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体育运动的发展

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文明史发展的空

间。

“踏雪行”“驰如飞”“势如雷”“梦圆

时”……在本届冬运会宣传片中，我们可

以看到，古老的民歌《敇勒歌》见证着今

天冬运会的新篇章，也诉说着冰雪运动

与人文底蕴相结合的历史风云。不久

前，内蒙古举办了“冰雪那达慕”。蒙语

里，“那达慕”意为“娱乐、游戏”，以表示

丰收的喜悦之情。这项活动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这里，射箭、赛马、摔跤，被血气

方刚地称为“男儿三艺”；在这里，公元前

就有了楛矢石砮（特制的箭）的记载；在

这里，“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尔之射”是

传唱不衰的英雄史诗；同时，在这里我还

记住了一句蒙古族谚语：你厌倦了弓马，

你就厌倦了生活……

是 的 ，人 是 一 切 审 美 的 标 尺 和 裁

判。竞技运动需要那些拥有独门绝技、

利刀快马的健将高手在赛场一展风采、

引领风尚。但是，任何纪录和奖牌都替

代不了大众健身、全民体育所提升的民

众幸福指数。我相信，让运动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曾经构成了我们的历史，也必

定引领着我们的未来。

既然是冬运会，当然要写写“冬”。

其实，这个字最早讲的不是季节，而是表

述“结绳记事”的一个结。在没有文字的

时代，一件事结束了，就在绳子上打一个

结。但它不代表终结，而是表示下一段

记事的开始。

冬运会亦如是，在此次赛事之后，普

及化、全民化的体育运动，必定在下一段

叙事里“弦歌不辍、芳华待灼”。

总是春心

对风语
■郑蜀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