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2022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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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开启
9月5日， 全国中小学生 “我

心中的冬奥吉祥物” 主题活动正
式启动。 会上播放了吉祥物征集
宣传片， 介绍了吉祥物全球征集
相关情况， 并正式上线了 “我心
中的冬奥吉祥物” 微信H5程序。

8月8日， 北京冬奥组委正式
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设计方
案。 为配合吉祥物征集工作， 教
育部会同北京冬奥组委将联合印
发 《关于开展 “我心中的冬奥吉
祥物” 主题活动的通知》， 从9月
5日起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 “我心中的冬奥吉祥
物” 主题活动， 通过美术课、 主
题班队会等形式， 传播奥林匹克

精神， 普及冬奥知识， 征集吉祥
物创意方案， 吸引更多青少年关
注奥运、 参与奥运、 共享奥运。

据介绍， 北京冬奥组委将于
9月初在全国中小学开设 “冬奥
第一课 ” ———吉祥物知识与设
计， 教学资源可在北京冬奥组委
官 网 （ www.beijing2022.cn） 吉
祥物专题页下载； 同时， 学生可
通过北京冬奥组委官方微信公众
号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吉祥物
征集页面提交作品照片， 将纸质
作品 （A4纸 ） 提交所在学校参
加评选。 11月1日前， 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组织评选优秀作品， 并分别向北
京冬奥组委吉祥物设计征集办公

室推荐100件学生优秀作品和6个
优秀活动、 教学案例。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
长常宇向大家详细介绍了 “我心
中的冬奥吉祥物 ” H5程序操作
流程 。 该程序主要分为 “学一
学” “玩一玩” 和 “提交作品”
三个部分， 孩子们可以在提交作
品的同时， 通过视频、 长图了解
冬奥会的基础知识， 掌握吉祥物
设计的特殊要求。 在 “学一学 ”
中， 孩子们可以看到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
森斯、 索契冬奥会速滑冠军张虹
等知名人士代表北京冬奥组委发
出的吉祥物设计邀请， 六位美术
老师对吉祥物设计的指导意见，
以及冬奥和吉祥物基础知识的课
件； 在 “玩一玩” 中， 孩子们可
以通过拼图和翻翻乐等简单的游
戏寓教于乐， 加深对吉祥物的认
知和记忆。 最后在 “提交作品”
环节， 孩子们可以把自己设计的
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作品照片进行提交。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 “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 ”
H5是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奥林
匹克教育的一次有益尝试。 活动
通过官方网站吉祥物征集专栏，
向教师提供可下载的教学课件，
为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并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吉祥物专
栏， 以短视频课程、 图片游戏、

互动游戏形式向中小学生推广普
及冬奥知识。 北京冬奥组委还将
采用抽奖方式， 为线上参与者提
供冬奥定制邮封。

活动期间， 北京冬奥组委秘
书长韩子荣等参会领导及现场学
生共同上台， 正式启动了 “我心
中的冬奥吉祥物” 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9
月5日， 北京冬奥组委启动2018
年面向社会招聘工作， 广泛吸纳
优 秀 人 才 参 与 北 京 冬 奥 会 筹
办工作。

北京冬奥组委成立于2015年
12月15日， 是承办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组织机构， 负
责组织、 协调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全部的筹备和举办工作， 目前设
有16个内设机构和延庆运行中
心、 张家口运行中心， 共有350
余名工作人员。

此次面向社会招聘是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 “举办一届精彩、 非
凡、 卓越的奥运盛会” 指示的生
动实践， 是进一步开拓选人用人
视野， 广泛吸收各方面力量参与
筹办工作 ， 加快培养一支专业
化、 国际化人才队伍所采取的具
体举措。 此次共招聘55个岗位、

55名人员， 涉及媒体运行、 规划
建设、 市场开发、 体育、 技术、
法律 、 交通 、 医疗 、 采购 、 物
流、 餐饮、 住宿等业务领域， 具
有很高的专业要求。

报名时间从9月5日至14日，
通过笔试、 面试、 考察、 体检等
环节， 最终择优聘用。 岗位详情
和报考相关资格要求可登陆北京
冬 奥 组 委 官 网 （ www.bei鄄
jing2022.cn） 查看。

对愿意加入北京冬奥组委却
暂无适合岗位的人员， 可登陆北
京冬奥组委官网招聘页面 （re鄄
cruit.beijing2022.cn） ， 下载并填
写 《北京冬奥组委人才储备库个
人信息登记表》， 申请加入北京
冬奥组委人才储备库， 北京冬奥
组委今后将根据筹办工作需要，
按照 《北京冬奥组委人才储备库
人员管理使用办法》 择优聘用。

北京冬奥组委
启动社会招聘工作

■聚焦雅加达

主动谋变， 兵行险招

自姚明率领中国男篮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闯入八强之
后，中国男篮在伦敦奥运会、里约
奥运会的战绩都不尽如人意，连
续两届奥运会小组赛一场未胜。

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之
后， 提升中国男篮战绩是其面临
的一大要务。 球员方面， 缺乏可
用之才； 教练方面， 也没出现众
望所归的中生代教练。 在这样的
背景下， “双国家队” 改革应时
应运而生。

“双国家队” 并非中国男篮
首创， 足球方面国家队和国奥队
都进行过类似尝试。 中国男篮设
立 “双国家队”， 组织红队和蓝
队两支独立的国家队同时集训，
给予同等条件的后勤保障。 两支
队伍在2017年、 2018年分别承担
若干国际大赛任务， 自2019年起
合并为一支国家队备战世界杯及
2020年东京奥运会。

“双国家队” 尝试是一次改
革， 同样是一次冒险。 姚明说：
“男篮两条线虽然有利于培养年
轻人 ， 但最后捏合时间会短一
些。 最后效果如何， 还得靠大赛
来检验。”

中国队是2019年男篮世界杯
的东道主球队， 在2017年和2018

年没有预选赛的压力和硬性任
务， 这也是出台 “双国家队” 政
策的重要前提， 这一政策有利于
发现更多有潜力的运动员， 对于
杜锋和李楠这两位球员出身的教
练来说也是一种锤炼和挑战。

姚明透露， “双国家队” 组
建之初， 在教练选择上看中了杜
锋和李楠的冲劲和事业心。 “我
们要主动谋变， 给教练员信心。
到这儿来就是干事业的， 我们是
跟他们一条心的 。 两位年轻教
练， 他们愿意来， 想干事， 我们
就给他们提供平台。”

红蓝竞争， 激发潜能

从红、 蓝两队组建至今一年
多的实践来看， 其最显著的效果
是激活了中国男篮的选材模式，
扩充中国男篮的人才储备。

亚运决赛上， 方硕和赵睿两
大新锐控卫联手贡献32分和14次
助攻， 在新疆队还未站稳脚跟的
阿不都沙拉木， 勇冠三军砍下20
分。 看到几位后辈在场上痛击宿
敌伊朗， 乐得看台上的姚明合不
拢嘴。

这并非红队首次在不利局面
下力克强敌， 2017年12月客场对
阵韩国队的世预赛上， 红队在缺
少周琦、 翟晓川等多名主力的情
况下拿下对手， 令人刮目相看。

蓝队这边同样有吴前、 胡金
秋、 任骏飞等一批亮眼的新人，
上赛季的CBA本土得分榜上， 蓝
队的4个球员排名前五， 其中20
岁的胡金秋更是入围了本赛季
CBA常规赛MVP候选人。

在中国男篮蓝队控球后卫郭
艾伦看来， 年轻球员的崛起提升
了国家队的内部竞争。 许多原来
没机会进入国家队的年轻队员，
在国家队扩充后得以跟着国家队
集训比赛， 得到迅速提升。

“我能感受到， 许多队员在
进入国家队后 ， 水平提高非常
快。 我去年跟他们打联赛时感觉
一般， 这个赛季再碰， 无论在技
术水平还是自信心方面， 都能感
受到他们的大幅提升。 这对我也

是一种督促。” 郭艾伦说。
红队主教练李楠表示： “这

项改革给很多年轻人留出机会，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潜力。 在面对
高强度和高压力的关键比赛时，
他们表现出来的能量远远超出我
们想象。”

球员成长的过程， 换个角度
来说也是对主帅的磨炼， 前中国
男篮主教练、 CBA总冠军辽宁队
主帅郭士强认为 “双国家队” 改
革让本土教练得到有效锤炼。 两
支国家队都是由本土教练执教，
对于中国篮球是好事。 “只有本
土教练不断成长， 才能更好地为
国家培养优秀的篮球人才。 无论
在与队员的沟通上， 还是对队员
的关心和了解上， 本土教练都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

前路艰辛， 自信上路

亚运会的成功， 无疑让新生
代的中国男篮身上承载了更多的
期望， 但面对世界杯和奥运会这
样的世界级舞台， 还处于进化和
打磨中的中国男篮并没有十足把
握获得成绩上的大幅提升。

在姚明看来， 红、 蓝两队接
下来要面对整合应对大赛的挑
战， 合并后队员之间， 队员和教
练之间的磨合问题仍然存在。 队
伍内部能否产生 “化学反应” 以
及赛场表现仍是未知数。

前中国男篮主教练王非认
为， 红蓝两队都展现出很好的斗
志和精神面貌， 在比赛中都表现
出了不错的水准， 但同时也暴露
出了一些问题。 入选两队的球员
都是CBA联赛中表现出色、 有发
展潜力的年轻队员， 但国际比赛
和CBA联赛的对抗强度、 节奏都
不一样， 队员们的表现也会和联
赛有反差， 会暴露出不足。

“差距摆在那儿， 要想实现
奥运会前八这样的目标难度很
大。 我们应该立足当前， 不断发
现和解决问题， 通过国际大赛提
高自己。 队伍还在成长过程中，
困难不少， 我们要充满信心， 一
路拼下去。” 王非说。 据新华社

男篮重返亚洲之巅只是起点
“双国家队” 激活选材机制

时隔八年重夺亚运金牌， 处于 “双国家队” 改革期的中国男篮用
朝气和拼搏点燃了中国篮球的热血。 在中国男篮一年多的 “双国家
队” 改革实践中， 一批过往默默无闻的年轻球员， 在竞争机制的激励
下勇挑大梁， 给处于 “换血期” 的中国男篮注入了新活力。 在中国篮
球的改革规划中， 亚运只是小考， 接下来中国男篮将连续面对2019年
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大考， 那才是对 “双国家队” 效果
的终极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