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用用青青春春激激情情点点燃燃冬冬奥奥““不不夜夜城城””
□□陈陈家家忠忠 文文//图图

——— 读季成《冬奥简史》

□林颐

阅读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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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白家庄小学 王冰冰

朴素的家国情怀
姥姥出生于1937年， 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 在那个战
乱的年代， 姥姥能顺利降生、 长
大， 在我看来真是个奇迹。

姥姥的童年生活在战乱里，
每当日军扫荡到姥姥所在的村
庄， 村民们就会迅速躲在烧砖的
砖窑里， 男女老少和牲口挤在一
起， 一声儿也不敢吭。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新中
国的成立， 姥姥的生活终于迎来
了希望的曙光， 不再因为害怕而
东躲西藏， 可以安定踏实地过日
子了。

姥姥陆续生了五个孩子， 我

妈排行老二。 古语云： “多子多
福！” 但多福的前提是先把孩子
健健康康地养大 。 姥姥身体不
好， 姥爷腿部又有残疾， 当时在
生产队挣工分， 两人都做不了重
活， 所以每年年底工分总是排在
最后， 还不够抵上一年从队里借
的粮食。 所以， 妈妈童年印象最
深的就是姥爷拐着腿、 带着布袋
子去邻居家借粮食。 现在， 每当
我带着妈妈到饭店中尽享美食的
时候， 妈妈就会感慨， 她小时候
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抱着白
馒头吃到饱， 更是做梦也想不到
现在餐餐都能吃上肉。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大家都
积极努力地去把日子往好了过。
终于，在妈妈十七八岁的时候，姥
姥姥爷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加上
跟邻居借来的钱，盖起了新房子。
新建的这所房子， 见证了妈妈出
嫁时的热闹， 也见证了姥姥因为
医学不发达离我们而去的悲伤。

1986年， 妈妈与同在一所学
校教书的爸爸结婚了， 新婚后，
妈妈就很快怀了我。 姥姥经常拿
着花布跟妈妈比划着： 这块儿布
可以给孩子做个小棉袄， 这块儿
布可以给孩子做个虎头帽……
她们沉浸在我即将到来的喜悦之

中，没料到意外却突然降临了。
一天中午 ， 正在做饭的姥

姥 突 然 倒在了地上 ， 送到医院
后， 医生说是突发脑溢血， 因为
医疗技术不够先进， 无法救治。
姥姥躺在床上， 看着趴在床边已
经吓傻的孩子们， 眼泪一股股地
往下流， 张张嘴想说什么， 却出
不了声音 ， 在遗憾之中与世长
辞。 多年后， 妈妈突发主动脉夹
层， 在生与死的边缘， 医生用先
进的医疗技术挽救了妈妈的生
命 。 经历劫后重生， 妈妈不无
遗憾地说， 要是我的妈妈也活在
这个时代， 她可能就不会那么早

就离我而去了。
如今 ，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

下， 在我和老公共同的努力下，
我们在北京拥有了宽敞明亮的住
房。 每当回到温馨的家里享受着
幸福生活的时候， 我的内心充满
了对党的感激之情。 我知道， 从
姥姥到妈妈到我， 我们的生活发
生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都是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家是
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我们要心
存家国情怀， 把家与国的命运紧
紧连在一起，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朝阳区总工会推荐）

《冬奥简史 》 作者季
成， 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
文社会学博士后、 北京体育
大学冬奥培训学院教师， 从
事冬季奥林匹克教学和科研
工作。 也是中国首批雪车、
钢架雪车国际级裁判，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国内技术官
员， 致力于冰雪运动竞赛活
动的组织和奥林匹克教育。
以季成跨学科、 跨领域的工
作资历， 难怪该书写得晓畅
清楚、 条理分明。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始
于 1924年法国夏蒙尼 ， 从
此， 冬奥会和夏奥会在世界
奥林匹克运动的竞技场上轮
番角逐， 各领风采。 历史的
梳理当然是作品的主干， 全
书分为八章： 溯源、 探索、
复兴、 镜像、 冷战、 转向、
差异、 改革。 季成描述了每
个阶段、 每届比赛的大致情
况， 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
有详有略， 突出重点， 间或
穿插传闻轶事。

1924年法国夏蒙尼冬奥
会的金牌上刻的是一位穿戴
着滑雪 、 滑冰装备的运动
员， 其背景是覆盖着皑皑白
雪的阿尔卑斯山主峰勃朗
峰。 季成说， 勃朗峰曾是欧
洲人无法企及的雪山之巅，
在欧洲文化的意象中代表着
“敬畏、 危险”。 如此一来，
我们对于冬奥会的精神就有
了进一步的自觉领悟， 相比
丰富多彩的夏季奥运会， 冬
奥会尽管项目较少， 但它更
强调突破人类生理机能的极
限与勇于战胜冷酷环境的力
量。

百年冬奥， 初创时期条
件简陋， 艰难启程； 曾经笼
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 曾经
局限在北欧冰雪与阿尔卑斯

山地区冬季运动的孤芳自赏
氛围里； 在冷战背景里， 也
成为政治争霸的武器； 到了
20世纪晚期与21世纪， 冬奥
会转向商业化与环境保护 ，
推出各项改革， 争取走向可
持续发展的未来。 从全球视
野重新审视冬奥会的历史 ，
对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肯定是
大有裨益的。

该书副标题名为 “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解读”。
作品展现了百年冬奥的曲折
历程， 这是宏大的叙事， 同
时， 季成的写作也是饱含关
怀的， 细微之处有温情， 有
历史的思考， 有身为人类的
自省与进取之心。

季成回顾了 “人类冰雪
行为的历史溯源”， 在人类
漫长的文明史中， 严寒环境
下的狩猎、 军事与交通情况
以及这些情况如何促使人类
的进化 。 书中有许多 “闲
笔” 的书写。

比如， 季成寻找了中国
古代画作 《冰嬉图》 里的冰
雪运动的场景， 讲述中国北
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 还
突出了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
会的背景效应， 这个特殊的
时间点引起了很多影视作品
创作者的广泛兴趣 ， 诸如
《飞鹰艾迪 》 《冰上轻驰 》
等以冬奥会为背景的影视作
品掀起了一波热潮。 这些作
品把握住了观众们的怀旧情
绪， 通过记忆的复原重新审
视20世纪早期中期的历史 ，
建立感情和认知的纽带。

全书最后 ， 季成总结 ，
重构冰雪文化自信， 促进包
容创新的多元文化发展， 塑
造奥林匹克新时空。 我想 ，
这也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
的目标与宗旨。

阜石路晋元桥区域东北和西
南角匝道高高矗立的 “冬奥” 和
“飞跃” 两座标志性雕塑， 吸引
着人们的眼球。 护坡坡面和匝道
出口处则设置了两处冬奥标志和
冬奥宣传口号———“纯洁的冰雪，
激情的约会”， 营造了浓厚的冬
奥和冰雪文化氛围。

负责阜石路景观提升和照明
工作的是一位名叫梁涛的年轻
人。 梁涛出生于1988年， 祖籍河
北保定， 2014年进入石景山区城
管委， 随后被调入景观中心， 专
门负责阜石路沿线冬奥工程建设
工作。

当时摆在梁涛面前的是 “冬
奥” 和 “飞跃” 两座大型雕塑的
设计、 选址、 安装等多项重任。
按照最初的设计方案， 设计单位
采用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 两
个雕塑高度分别为20.22米 ， 寓
意2022年 ， 每座雕塑重量为 26
吨。 可是难题出现了， 雕塑单体
体量大， 没有支撑， 立不起来。
经过召开调度会， 梁涛提出既不
能改变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的
原有设计， 还要和冬奥和冬残奥
元素高度契合。 经过多方磋商，

决定采用雪山模型将两个大型雕
塑支撑起来。

这个难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
是安装。 晋元桥区域的东北和西
南角匝道形成的两处对称布局空
间为完整的近圆形区域， 但这两
处地方空间小， 进出的道路也封
闭， 给施工安装带来了一定的难
度。 再加上7-8月份实施安装的
时候， 正是北京降雨量很大的季
节， 每逢下大雨， 施工现场遍地
泥泞， 机械和施工人员根本进不
去， 梁涛心急如焚。 他每天关注
天气预报， 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工
期， 督促施工单位加班加点， 把
因阴雨造成的工期延误弥补回
来。 雕塑使用的是渐变色， 施工
单位把握不准， 这些都是梁涛所
要考虑的问题， 遇到问题， 就要
及时去解决， 这是梁涛多年养成
的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当两座
雕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21年
10月底竣工时， 梁涛甭提有多开
心了。

据梁涛介绍， 为了提高景观
效果， 要在桥体上安装照明， 但
又不能影响机动车驾驶员的视
线， 必须经过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专家评审才能去实施。 为了尽快
安装， 梁涛还专门学习市交通委
有关道路、 桥梁使用灯光的相关
法规， 然后和设计单位、 施工单
位沟通协调。

陪我在 “冬奥大道” 走了一
圈， 梁涛欣喜地告诉我： “这就
是冬奥大道！ 是通往冬奥组委机
关、 首钢滑雪大跳台等涉奥场所
的重要道路！” 我打量着梁涛年
轻的面庞 ， 不由得感慨 ： “88
后” 长大了， 用他的青春激情，
点燃了冬奥不夜城。

■图片故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