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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国家企业职工提前退休相关制度规

定， 现将符合提前退休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其中申请特殊工种退休 102 人、 因病提前退
休 1 人， 请广大市民监督举报。 举报电话：
6662399、 6882602。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1、 淮河能源西部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刘献珍
2、 安徽辰意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王良
3、 淮南矿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朱集

东煤矿： 高东来
4、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丁集煤矿： 王安

杰、 刘文和
5、 内蒙古银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侯

留钦
6、 淮南伯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

王怀本、 代广席

7、 安徽省淮南肉类联合加工总厂： 王
殿凯

8、 淮南乐方陶瓷有限公司 ： 王长远 、
钱淮忠、 李久红

9、 淮南市八公山建筑安装公司： 蔡辉
10、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旭

华、 姜家波、 李会方、 丁玉玲、 马义苗、 黄
保昌、 孔德好

11、 淮南矿业集团谢桥煤矿： 姜允淮、
姜允芒 、 解玉新 、 蔺启锤 、 罗时峰 、 吕奎
辉、 马喜春、 马永毅、 王怀全、 王俊明、 王
一贤、 吴德标、 张锦觅、 赵福友、 孔令良、
蔡瑞清 、 顾友乐 、 刘传林 、 刘树喜 、 马国
旺、 孟凡斌、 牛根龙、 吴敬甫、 张占宝、 朱
守成、 蔡成德、 闫本学、 许明权、 赵福军、

刘昌友 、 杨秀坤 、 李东贤 、 陈景虎 、 李方
金、 杨万师、 牛怀田、 于付军

12、 淮南东华劳务有限公司： 叶泽勋、
高家群

13、 淮南市公共就业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申报人员 ： 李刚 、 赵守洋 、 唐纪阳 、 祝本
书、 陈国胜、 刘卫东、 孔令白、 孟建国、 张
殿超、 张大艳、 林媛媛、 徐明树、 牛怀兵、
吴明全、 王芝胜、 韩涛、 张以同、 刘建国、
程龙学、 李清、 孙帮水、 苏淮合、 史志永、
朱家瑞、 李传毛、 陈新华、 应家流、 李忠、
万余明、 蔡士体

14、 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李传末、 叶永
勛 、 申野 、 黄保龙 、 王继美 、 屈彪 、 李正
柱、 钮秀海、 陶广米、 朱彦斌、 叶磊、 李传
福、 杨同林

因病提前退休：
1、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召

群

声 明
武汉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淮南新

时代粮食物流中心项目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
现已全部交付并投入使用。 曾就该工程与本单
位合作、 参与该工程施工的相关单位或个人，
如有相应工程款、 劳务工资未结清的单位或个
人， 请在登报声明之日起七日内携带与本公司
签订的合同或工程结算等相关资料， 与本公司
项目负责人联系！ 七日内未与本公司联系的，
视为本公司已向该工程参与施工的相关单位或
个人结清了所有款项， 本公司将不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项 目 负 责 人 ： 张 总 。 联 系 电 话 ：

18949651666、 18063009687
武汉建工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7 日

施工通告
按照市政设施年度改造计划， 现对

淮南市国庆西路 （广场路—惠利大道 ）

段道路进行改造。 该项目计划开工日期

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 完工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10 日， 总工期 110 天。 本次改造

采取半幅、 半封闭施工方式， 过往车辆

及行人应根据导流提示减速慢行。 给您

的出行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淮南市市政园林建设处

淮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安徽省庆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6 日

中行淮南分行贴心服务支农惠农
本报讯 2 月 16 日下午， 安徽电

视台、 安徽日报等省级媒体走进凤台
县杨村镇沿淝糯米专业合作社， 对中
行淮南分行加大支农惠农力度、 助力
春耕备耕进行了采访。

“中行淮南分行秉承责任与担当，
在春耕备耕时期加大对家庭农场、 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 推出了一
系列支农惠农贷款产品 ， 如 ‘助粮

贷’、 ‘示范徽农助力贷’ 等， 这些产
品都是支持无担保、 无抵押、 纯信用
的贷款产品。” 采访中， 中行凤台支行
行长蒿建学称， 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
合作社在保险公司购买了有效的农业

保险 ， 凭保单就能贷款 ， “助粮贷 ”
单笔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50 万元 ； 国
家、 省级示范合作社、 示范家庭农场
在购买了有效的农业保险之后， 单笔
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100 万元。 “我们

银行这一系列的支农惠农金融政策一
经推出， 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高度赞
扬。”

采访中， 蒿建学告诉记者， 下一
步， 中行淮南分行将认真落实省分行
关于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 主动融入
地方发展大局 ， 细化为民解忧措施 ，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体现国有大行担
当。 （本报记者 柏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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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江里的鱼多了、大了，过去难得一见的鱼种，也经
常能监测到。”长江重庆江津段护鱼员刘鸿站在船尾，望着烟
波浩渺的长江，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

长江上游是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等珍稀、特有鱼类的
卵苗孕育所和种质资源基因库。但一段时期里，受污水乱排、
过度捕捞、挖砂采石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珍稀、特有
鱼类一度面临生存危机。近几年来，随着长江流域“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深入推进，长江上游水域生态环境大幅改善，
鱼类资源总量加快恢复，越来越多珍稀、特有鱼类再现江里。

水渐清河渐畅，又见珍稀鱼类身影
“在去年开展的专项监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捕到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岩原鲤。可前几年，一年都打不上来一条。”
从 2005 年起，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姚维志及
其科研团队， 一直在跟踪监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鱼类资源。

对比一条科研渔船一天的渔获量， 是科研团队调查鱼类
资源变化的重要手段。姚维志说，自 2016 年长江大保护开启
以来，长江上游鱼类资源总量明显恢复，种群结构得到改善，
珍稀、特有鱼类出现频率也有所增加。去年，科研团队还在长
江丁家沱鱼类产卵场发现 33 尾长江鲟。

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也频现珍稀、特有鱼类的身影。
走进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鱼洞生态观测点，“天天水清， 年年
有鱼”的标语格外醒目，工作人员姚明昌忙着记录监测情况。
2022 年初，鱼洞生态观测点监测到昆明裂腹鱼、四川裂腹鱼、
宽唇华缨鱼、贝氏高原鳅 4 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畅游产
卵。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副
局长贾仕鹏说，赤水河流域云南段监测到鱼的种类，从 2020
年的 36 种恢复到目前的 42 种。其中，昆明裂腹鱼、云南光唇鱼等指示性物种及优势
种种群的年龄日趋优化，性成熟年龄鱼类在渔获物中的比例增加；监测渔获物中对环
境压力敏感的中大型鱼类数量及占比大幅增加，“这说明， 赤水河云南段的鱼类生物
多样性恢复呈现出良好趋势”。

珍稀、特有鱼类的回归，离不开长江上游沿江各地对鱼类生境的保护修复。2020
年以来，昭通市全面拆除了赤水河云南段的 17 座小水电站的水坝，恢复了河流连通
性，鱼儿洄游通道更加顺畅。

对珍稀鱼类产卵场威胁较大的非法码头、非法采砂，也被纳入整治重点。重庆市
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王维说，近几年，保护区重庆段常态化开
展清船、清网、清江、清岸等工作，及时遏制污水乱排、岸线乱占、河道乱建等违法违规
苗头，持续保持整治成果。

经过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治理和修复，如今，长江上游逐渐呈现出一片鸟飞鱼跃、
岸绿景美的景象。

渔护鱼，鱼儿有了安全的家
在长江边长大的刘鸿，如今又回到了长江上。不过，他的身份已经由“打鱼人”、古

建筑维修商变为“护鱼人”。
2014 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刘鸿组建了鸿鹄护鱼志愿队，带领几十名渔民和志

愿者，在家乡重庆江津的长江沿线义务巡查，协助执法部门制止非法捕鱼行为。“护鱼
志愿队成立前那几年，不法分子电鱼猖獗，渔民经常一天捕不到几斤鱼。”刘鸿说。

过度捕捞曾是危及长江鱼类生存的重要因素。为此，早在 2017 年赤水河流域就
率先开启禁渔模式。2020 年 1 月起，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禁
止生产性捕捞。一年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上游地区监管部门大
力整治偷捕行为，沿江渔民纷纷退捕上岸，珍稀鱼类有了更加安全的家园。

在长江重庆江津段，鸿鹄护鱼志愿队的退捕渔民发挥熟悉鱼情、驾船技术娴熟的
优势，负责水域巡护和夜间巡护，当地监管部门则在江岸安装了 25 台视频监控设备，
基本实现“人防技防同步”。在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由长江航运公安、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自然保护区联合设立警务室、执法站和巡护站，进行常态化联合监管，电鱼、偷
捕等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在赤水河主要干支流，禁渔护鱼也实现了网格化管
理。

长江入渝第一岛中坝岛的不少居民世代以打鱼为生。如今，岛上渔民全部完成退
捕转产。退捕渔民赵良露在岛上种植甘蔗，还做起运输生意，年收入近 6 万元。去年 5
月， 中坝岛还建立了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渝司法协作生态保
护基地。跨省联合治理机制，让昔日偷捕严重的交界水域，成为珍稀鱼类的“避风港”。

沿江群众的生态意识和法治观念也不断提高。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镇雄管护站站长申睿说，“十年禁渔”启动以来，管护站着力强化
禁渔禁捕宣传，联合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在赤水河两岸 14 个乡镇发放“十
年禁捕”告知书、张贴禁渔通告等宣传资料 20 万余份。42 岁的镇雄县花朗乡仓上村村
民马帮辉说， 村里制定了村规民约保护赤水河， 现在禁渔护鱼已成为群众的自觉行
为。

育鱼增殖，让更多珍稀鱼类新生
尽管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目前长江上游一些珍稀、特有鱼类现存种群数量仍然

有限，部分鱼类仅靠自然繁衍很难实现种群延续和扩大。对此，沿江政府部门联合高
校院所、龙头企业等开展珍稀、特有鱼类人工繁殖，同时持续加大珍稀鱼类增殖放流
力度，助力它们实现新生。

位于三峡库区的重庆市万州区水产研究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成功实现胭脂
鱼的人工繁殖，经过多年的科研实践，已建成胭脂鱼国家级原种场。10 年来，这个研究
所累计向三峡库区投放珍稀鱼苗 7000 多万尾。目前，万州区水产研究所储备了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亲本 100 多条，正在加强攻关，进一步提升长江鲟人工繁殖能力
水平，助力其种群恢复。

“增殖放流可以补充和恢复鱼类资源的群体数量，改善鱼类种群结构，同时也能
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贾仕鹏介绍，自 2019 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云南管护局成立以来，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区增殖放流计划，投放长江鲟、胭脂
鱼、金沙鲈鲤等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鱼苗 30.89 万尾，投放中华倒刺 、昆
明裂腹鱼、云南光唇鱼等鱼苗 96.97 万尾。

在鱼类产卵期，沿江各地还通过建设人工鱼巢，为鱼类提供繁殖、生长、索饵等场
所，助力鱼类资源恢复。2021 年、2022 年，管理部门分别在云南水富市向家坝库区邵
女坪段建设人工鱼巢 6000 平方米和 7000 平方米。监测结果显示，2021 年人工鱼巢实
际产卵量在 1.5 亿粒以上，2022 年产卵量在 1.7 亿粒以上，产卵量及出膜率上升，有效
改善野生鱼类种群结构和数量。今年，水富市已开始实施第三批人工鱼巢搭建。

经过持续清水、护鱼和育鱼，部分珍稀鱼类种群的恢复逐渐迎来曙光。在长江重
庆江津三抛河江段，过去被挖砂采石破坏的河岸，通过近几年的休养生息，自然修
复成效明显。“随着生态环境好转和水文条件改善， 今后这里有可能成为长江鲟等
珍稀鱼类的野外产卵场， 我们将持续观察， 做好准备， 等待繁殖群体的归来。” 姚
维志说。 （新华社重庆 2 月 18 日电 记者 张桂林 周文冲 林碧锋）

续写大众冰雪运动新辉煌
———北京冬奥会闭幕一周年记

冰天雪地中， 健身的热浪持续升
腾。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冰
雪运动， 火遍华夏大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是中
国向国际社会履行的庄严承诺， 北京
冬奥会开幕前 ， 中国就已成功兑现 。
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一年间， 冬奥场馆
相继对公众开放， 冰雪赛事精彩纷呈，
冰雪产业稳步发展， 全民冰雪热情持
续高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 成为现实， 人民群众获
得感显著增强。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
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跨
越式发展， 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 走
进全国各地， 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冰
雪运动新时代。

新时代 ， 新征程 。 一场场赛事 、
一张张笑脸， 在这片热潮中， 蓬勃的
冰雪运动提升了人们身体素质， 助力
了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建设， 带动了
区域协同发展， 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 改变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版
图。

冬奥遗产惠及千家万户
兔年伊始， 11 岁的张骞予将自己

的名字写在了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 ”
的纪录墙上。 这曾是北京冬奥会速度
滑冰破纪录选手的赛时礼遇， 而一年
后， 这份荣光属于普通滑冰爱好者。

张骞予是 “冰丝带” 市民速滑系
列赛女子青少年乙组优胜者， 她与其
他九位市民获得了纪录 “上墙” 的荣
誉。 “让老百姓在冬奥赛场体验成就
感 、 获得感 ， 让他们成为赛道主角 ，
是北京冬奥会留下的宝贵财富。” 北京
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程淑洁深有感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年磨一剑，
砥砺再出发。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
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举办的重大
标志性活动。 我们要积极谋划、 接续
奋斗 ， 管理好 、 运用好北京冬奥遗
产。

北京冬奥会后， 所有冬奥场馆全
部对公众开放， 在这些诞生了诸多奥
运传奇的地方， 冰雪运动爱好者们尽
情驰骋，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首钢滑雪大跳台游人如织。 人们
乘着 “雪圈 ” 从大跳台落地区冲下 ，
体验苏翊鸣、 谷爱凌的夺冠视角。

在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 “冰
水双驱” 已成现实， 冰壶场今年 1 月
对公众开放， 主场馆则继续提供游泳
服务。

在国家体育场附场 3.4 万平方米
的冰雪乐园中， 高台滑雪、 雪地摩托、
雪上飞碟等 20 余项活动精彩纷呈。

在延庆， 到 “雪游龙” 体验钢架
雪车 、 去 “雪飞燕 ” 欣赏小海陀山 、
到冬奥村入住 “冠军房” 已成为游客
共识。

今年春节假期， 延庆区共接待游
客 75.8 万人次， 占北京市乡村游接待
游客总数的 57%， 凸显出 “冬奥赛区”
品牌效应。 “延庆将进一步发展冰雪
休闲游 、 户外运动游 、 乡村度假游 ，
建设 ‘最美冬奥城’。” 延庆区副区长
任江浩信心十足。

在河北崇礼， 云顶滑雪公园降低
了平行大回转、 障碍追逐等 4 条赛道
的难度， 让大众有机会体验 “冠军赛
道”；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雪如意” 在
春节前免票参观， 每晚的灯光秀、 打

树花火爆出圈。
在满足大众健身需求的同时， 各

冬奥场馆还承接了多项一流赛事 ，
“可承受、 可收益、 可持续” 的发展模
式已然清晰。

北京市体育局局长赵文说， 北京
目前拥有超过 80 座冰场 、 30 余所雪
场及丰厚的冬奥遗产， 未来将通过统
筹职业赛事、 群众体育活动、 体旅融
合等资源， 支持冬奥场馆四季运营和
健康发展， 形成体育产业新的增长点。

河北省体育局局长王彪表示， 河
北将继续深入挖掘各类资源， 重点在
赛事、 训练、 培训、 活动四个方面全
面支持张家口用好冬奥场馆， 努力把
张家口赛区打造成为集高端赛事、 专
业训练、 科研培训、 大众活动于一体
的世界级滑雪胜地， 打造成冬奥场馆
赛后利用的国际典范。

大众冰雪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坚持冬

奥成果人民共享， 通过推广普及冰雪
运动带动全民健身走向纵深， 通过产
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通过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让人民
身心更健康、 就业更充分、 生活更美
好， 实现共同参与、 共同尽力、 共同
享有。

———冬奥会后这一年， 冰雪运动
持续火爆依然时尚。

全国大众冰雪季来到第九届， 活
动从去年底持续到今年 4 月 。 其间 ，
各地根据不同地域、 不同人群组织不
同类型的赛事活动将多达 1499 项。

在黑龙江哈尔滨， 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室外温度阻挡不了人们在冰封的
松花江上玩雪地风筝、 冰球、 雪地自
行车、 冰雪滑道等项目。

这个春节， 吉林冰雪市场表现抢
眼———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营收连
续三天超千万元； 吉林市北大湖周边
民 宿 订 单 较 2019 年 增 幅 达 16 倍 ；
18.1%的外省游客创造了 68.9%的旅游
消费。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众多南方游
客爱上了冰雪那达慕暨呼伦贝尔冬季
英雄会 ， 体验了一把 “冰雪+民俗 ”
的魅力。

残疾人群体也感受到了冰雪之乐、
生活之美。 本月， 第七届中国残疾人
冰雪运动季在哈尔滨、 南宁、 吉林等
地展开。 “虽然我看不见， 但和大家
在雪地里一起拔河， 特别来劲儿。” 一
位视障选手情绪高涨。 “这和我以前
参加过的活动都不一样， 滑雪体验真
棒 。” 广西残疾人代表申林丽笑意满
满。

———冬奥会后这一年， 冰雪运动
“南展西扩东进” 持续推进。

“如今昆明家长给孩子报滑冰课的
越来越多， 陪同的父母从开始的看看，
到后来的练练， 直接带动了春城滑冰
人数从 1.1 万人次升到 19.6 万人次。”
云南省昆明市冰上运动协会会长梁威
说。

在四川阿坝州鹧鸪山自然公园滑
雪场， 四川省第五届全民健身冰雪季
启动。 随后， 达州、 广元、 成都纷纷
响应， 拉开了为期 3 个月的活动序幕，
竞技赛事、 亲子体验最受欢迎。

春节假期， 宁夏银川市阅海滑雪
场迎来 “高峰 ”， 单日客流量最高近
7000 人 ， 教练们深感 “忙不过来 ”。
截至目前， 雪场已接待 17 万人次， 实
现营收 977 万元 ， 带动周边就业近

200 人。
在广东， 冰球、 花样滑冰首次成

为省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共有 8 个城
市的 364 名运动员参赛 ， 7 个城市的
运动员站上了领奖台。

在湖北宜昌、 江苏常州、 重庆南
川、 广西南宁……冰雪运动擦亮了各
地体旅融合新名片， 吹响了冬季旅游
复苏的号角。

———冬奥会后这一年， 更多地区
尝到了冰雪产业的甜， 纷纷将其纳入
发展规划中 ， 更多普通百姓吃上了
“冰雪饭”。

随着冰雪运动热， 陕西太白鳌山
滑雪度假区日渐喧闹， 距雪场 6 公里
的县城因此受益。 “我们附近现在有
400 多家餐饮店， 40 多家民宿和 20 多
家酒店。 滑雪场拉动了地方就业， 500
多名员工 80%都是当地农民， 很多人
过去是贫困户。” 太白鳌山滑雪度假区
董事长吉利江说。

自春节假期以来， 湖北恩施绿葱
坡滑雪场日均客流量超过 4000 人， 本
雪季旅游总人数超过 6 万人， 带动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1 亿元。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 越来越
多的西宁人爱上了滑雪， 这让木匠鲍
曦鹏改行成了雪板维修师。 春节一过，
鲍曦鹏的订单暴增， “俱乐部成立时
只有 60 人 ， 今年雪季已发展到 1400
人 。 滑雪氛围浓了 ， 雪友技术好了 ，
维护雪板的活多了。” 鲍曦鹏说。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成为
现实 ， 进一步激活了冰雪经济 。 在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 理念指引
下， 冰雪 “冷资源” 已经成为各地发
展的 “热经济”， 很多省区市出台了促
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方面的专项政
策 。 2022 年 11 月 ， 国家体育总局 、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
《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
年）》， 提出要 “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
应、 春夏秋冬各具特色、 冰上雪上协
调并进的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 冰雪
市场主体不断涌现， 成为直接推动冰
雪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借
助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发展契机， 中国
冰雪产业乘势而上， 不断加强数字赋
能、 科技赋能、 文化赋能， 盘活了会
展、 旅游、 装备、 赛事等冰雪产业全
业态， 未来将努力做好 “冰雪+” 文
章， 把奥运效应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
极。

冬奥成就获得广泛赞誉
中国的努力和成就， 得到了广泛

认可与赞誉。
2 月 1 日， 《可持续·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 （赛后）》
和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
产报告 （赛后）》 发布， 国际奥委会给
予高度肯定， 并同步发布国际版。 同
一天 ， 国际奥委会在官网头条刊文 ，
盛赞北京冬奥会一年来取得的瞩目成
绩。

这份成绩单， 是中国冰雪运动发
展的生动注脚。

文章写道： “北京作为第一个双
奥之城， 给世人呈现了一届惊艳的冬
奥会， 同时成功吸引了近 3.5 亿中国
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北京冬奥会
遗产成果已开始惠及民众， 所有奥运
场馆均向公众开放” “中国社会、 经
济各领域因此受益， 比如赛区居民获
得了约 8.1 万个工作机会 ” “北京不

遗余力地提高场馆使用率， 以达到扩
容、 提质的目标。 昔日的厂房、 仓库
和商业建筑被改造成冰雪运动场馆 ”
等。

大国担当， 善谋长远。 在国际奥
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
比眼中， 北京冬奥会的辐射作用弥足
珍贵。

杜比表示， 这一年来， 北京冬奥
会最大的成就是让普通百姓感受到了
冬季运动的魅力及对生活的改变。

国际雪联主席约翰·埃利亚施表
示， 中国通过筹办举办冬奥会， 成功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推进冰雪
产业飞速发展， 推动冰雪运动从小众
转向大众， 从区域推广全国， 从冬季
扩至全年。 “我们的目标是让滑雪成
为世界上最可持续、 最激动人心的运
动 。 我们发现 ， 中国机会巨大 。” 他
说。

英国 “赛场内幕” 网站称， 北京
冬奥会赛后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令人称
道。 日本共同社描写了冬奥志愿者重
返 “鸟巢”， 市民享受高山滑雪赛场等
场面。

黑龙江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贵
海认为， 冬奥会对中国冰雪运动是一
次启蒙和提升， 其示范效应， 不仅让
人们将冰雪运动当成爱好， 更将其作
为职业。

“可以预见， 中国还将继续为奥林
匹克运动做出新贡献。” 云南大学体育
学院院长王宗平说， 中国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开始滑冰滑雪， 不仅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需要， 更是对世界冰雪
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

北京冬奥会期间， 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曾这样感慨： “今天， 我们可
以说 ， 中国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 。
这一非凡成就将永远改变世界各地冰
雪运动的格局。”

北京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 巴
赫发表视频致辞， 再次感慨北京冬奥
会开拓了冬季运动的世界版图， 并指
出北京冬奥会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 “全球二十多亿人观赛” “场
馆全面向公众开放” “奥林匹克历史
上数字化参与程度最高的一届冬奥会”
等辉煌成就， 留下了丰富的冬奥遗产，
已经惠及广大民众， 在诸多方面创立
了冬奥会的新标杆。

山高愈前行， 梦好起宏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坚持

以增强人民体质、 提高全民族身体素
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 高度重视并充
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 ， 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 ，
加强体育科技研发， 完善全民健身体
系，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体育健身意识， 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
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步伐。

冬奥会闭幕后的这一年， 中国冰
雪运动前进的脚步更加坚定， 冰雪运
动在增强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在建
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维度上， 愈
显重要。

“回顾过去， 中国应当无比自豪；
展望未来， 中国更应信心满满！” 这是
巴赫的致敬， 也是对中国的期许。

共享冬奥成果 ， 续写精彩华章 。
冰雪运动的澎湃春潮， 正在飞扬激荡。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
执笔记者： 岳冉冉 林德韧 参与记
者： 李春宇 杨 帆 王君宝 姚友明
张逸飞 李 典 马思嘉） 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