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近日 ， 国际奥委
会官网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
题目为 《热度上来了》。 主要内
容是探讨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
境下， 冬奥会的未来何去何从。

文章称， 由于温室效应， 全
球温度正在稳步上升， 冰雪消融
导致众多冬季项目无法开展， 已
经对冬奥会的举办造成了巨大威
胁。 文章说： “2024年国际奥委
会就将迎来冬奥会举办的百年庆
典， 而这项世界上最盛大的冰雪
体育盛事却面临如山的压力。”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今年
10月份 的 国 际 奥 委 会 全 会 上
说：“我们必须尽快让人们知道气
候变化给冬季运动带来了巨大影
响， 到本世界中叶， 全世界将只
有10至12个国家和地区还能够举
办雪上项目的比赛。”

国际奥委会已经开始采取措
施来应对气候的变化， 比如同时
决定2030年和2034年两届冬奥会
的举办地点， 让举办者有更多的
时间和预算来准备冬奥会； 建立
一个冬奥会举办地的名录， 冬奥
会将在这些地点轮转； 另外还想
改变举办模式 ， 不再强调举办
地 ， 以减少开支等 。 但无论如
何， 文章称， 想找到在地理上、
场馆上、 财政上和气候条件上都
适合的地点已经越来越难。

虽然国际奥委会已经开始行
动，但人们的担忧不减。本文就提
出各种问题， 比如哪些国家还可
以轮转举办冬奥会？ 多久轮转一
轮？ 是不是每次轮转都还在同一
地点？ 场馆和配套设施能否承受
这样的轮转压力？ 是否要考虑举
办地有没有意愿继续举办比赛？

其实冬奥会受到气候变化的
影响早已显现， 2010年温哥华和
2014年索契冬奥会都曾经因为雪
场条件不足而影响比赛的正常举
行 。 冬残奥会受到的影响就更
大， 因为冬残奥会一般要到三月
份才举办。 如果冬残奥会举办时
间提前， 势必要影响到冬奥会的
时间。

基于这些研究 ， 文章对冬
奥 会 的 未 来 做 了 一 些 预 测 ，
称：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
佐冬奥会将在意大利北部很大的
一片区域内举办， 这种模式发展
下去， 就将变成区域奥运会， 或
者多国奥运会。”

文章最后称： “国际奥委会
有信心， 无论条件多么恶劣， 冬
奥会还是会不断改进， 并保持其
专属的地位。”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昨天，
北京乡村文化艺术嘉年华系列活
动暨桃醉平谷·乡村冰雪嘉年华
在渔阳国际滑雪场启动， 10家冰
雪运动休闲打卡地开门迎客， 将
覆盖元旦、 春节、 元宵节等多个
节假日， 预计持续至2024年3月。

在启动仪式上， 平谷区发布
了平谷区乡村冰雪嘉年华地图、
旅游线路及产品， 并整合10家冰

雪运动休闲打卡地。
游客可以在北京渔阳国际滑

雪场参与滑雪运动， 也可在京东
大峡谷欣赏冰瀑景观、 打卡冬季
美景， 还能在梨树沟休闲谷及京
东大溶洞景区参与丰富多彩的冰
雪活动。 嘉年华地图还推荐了4
处亲子主题的冰雪场所， 包括冰
雪奇缘、 天昊源儿童乐园、 体育
中心室外滑冰场、 北京博丰溢美

多农场， 那里有雪上游乐场、 充
气城堡 、 雪地转轮 。 东水源公
社、 桃花坞·梯田湖畔则推出了
冰钓、 冬日暖帐、 冰上雪屋等特
色活动。

据了解， 本雪季平谷区有金
塔仙谷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
黄松峪乡万圣谷艺术民宿等共计
129家乡村民宿开门迎客， 客房
831间， 可同时接待1800人。

“无围墙 美学堂”
助力居民提素
昨天 ， 石景山区老山街道

“无围墙 美学堂” 项目启动。 该
项目面向辖区老中青少各类群体
招生， 聘请老师进行专业性的学
习指导， 通过长期培育塑造， 提
升居民的文明素养， 增强居民群
众的身心之美、 情感之美。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2023年对于本市职工体育赛
事活动而言是复苏的一年， 在这
一年线下的职工体育赛事逐步恢
复进行。 作为本市职工体育赛事
重要的承办单位， 北京市职工体
育协会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 在
赛事组织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

前两年职工体育赛事和活动
很多都在线上进行 ， 而进入到
2023年之后， 线下的赛事恢复 ，
市职工体协并没有因为活动模式
的 “快速切换” 而 “手忙脚乱”，
他们脚踏实地、 有条不紊地组织
着这些赛事。 任何赛事的主办方
如果想成功办好活动， 就必须要
有明确的思路。 我们回顾这一年
市职工体协举办、 承办的赛事，
可以用 “小快灵” 这3个字来概
括他们的办赛思路。

职工体育赛事不同于中超、
CBA这样万众瞩目的职业赛事，
并不需要比赛有特别大的规模 。

市职工体协这个 “赛季” 承办或
举办的比赛 ， 更多是那种易参
与 、 好操作且有群众基础的项
目， 比如棋类、 台球、 羽毛球、
乒乓球、 游泳等。 这些看上去是
“小项目” 的比赛， 其实更能吸
引更多职工参与， 其爱好者并不
输给那些对抗性强的大球项目。
考虑到大部分运动员都是在职职
工， 大家平时工作都很忙， 市职
工体协在组织赛事时更加注意
“快” 字当头。 这个 “快” 更多
体现在比赛时间上， 比赛大都安
排在周末休息时间， 另外赛期一
般情况下都是1至3天， 不会拖得
很长。 对于业余赛事的举办， 更
多需要社会的帮助 、 企业的支
持。 在这方面， 市职工体协积极
与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社会体
育管理中心以及为比赛提供大力
支持的各个热心企业团结协作，
整个办赛团队就像一部非常灵活
的 “小摩托”， 在 “大城市” 的

“车流” 之中往返自如。
尽管是业余性质的比赛， 但

是这些赛事都是在用专业的态度
和标准去办， 市职工体协也总结
了前些年好的办赛经验， 在比赛
中聘请专业的裁判员、 严格审核
参赛选手的资质， 让比赛过程十
分顺畅。 每一场的比赛规则都尽
量细化， 事实证明准备工作做充
分了， 反而会在实际操作中更加
“省事省力”。 比如9月份进行的
职工游泳比赛， 按照参赛职工年
龄和性别分别设置了35岁以上及
35岁以下男子组及女子组不同的
组别， 充分满足了参赛职工个性
化需求。 比赛取消闭幕式， 每出
一轮成绩即颁发奖品， 人性化的
设置赢得了参赛职工的一致好
评。 这样的例子在市职工体协的
办赛过程中不胜枚举， 作为赛事
承办方， 通过这些比赛的成功举
办， 也能汲取到更多的 “营养”，
为来年的赛事组织做好充分的准

备。
市职工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 今后， 协会将继续发挥
5A级社团的示范引领作用 ， 为
广大职工群众提供更多元化的赛

事体育活动， 带动全市职工参与
健身运动， 激励广大职工以更强
健的体魄和更饱满的精神投入到
工作和生活中， 为新时代首都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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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发布10家冰雪运动休闲打卡地

“小快灵”办赛让职工赛事更精彩
□本报记者 段西元/文 陈艺/摄

1、丁立人（男，31岁，国际象
棋）

4月30日， 在哈萨克斯坦首
都阿斯塔纳举行的2023国际棋联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中， 中国棋
手丁立人在快棋加赛的最后一盘
力克俄罗斯棋手涅波姆尼亚奇，
成为国际象棋历史上第17位世界
冠军， 也是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国
象世界棋王。

2、王楚钦 （男 ，23岁 ，乒乓
球）

杭州亚运会上， 王楚钦成为
首位在同一届亚运会上获得男
单、 男双、 混双和男团四枚金牌
的乒乓球运动员。 5月举行的德
班世乒赛上， 王楚钦与樊振东一
起帮助中国队重夺男双冠军， 并
携手孙颖莎卫冕混双冠军。

3、中国女篮
7月2日， 在2023年女篮亚洲

杯决赛中 ， 中国队以73 ∶71战胜
日本队， 时隔12年再次夺冠。 中
国队员韩旭被评为本届赛事最有
价值球员， 她和队友李梦共同入
选赛事最佳阵容。 10月5日， 中
国队再次击败日本队， 卫冕亚运
会女篮冠军。

4、文晓燕（女，26岁，残疾人
田径）

文晓燕在杭州亚残运会上参
加了女子100米T37级、 女子200
米T37级、 女子跳远T37/38级以
及4×100米混合接力共4项比赛，
全部夺金， 其中三个个人项目刷
新世界纪录， 接力项目打破亚洲
纪录。

5、刘清漪 （女 ，18岁 ，霹雳
舞）

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决赛中，
刘清漪以2∶1战胜日本名将汤浅
亚美， 夺得亚运会霹雳舞项目史
上首枚女子金牌， 并获得巴黎奥
运会入场券。 刘清漪还在今年的
奥运积分赛日本北九州站和法国
蒙彼利埃站收获两个冠军。

6、张之臻（男，27岁，网球）
2023年， 张之臻为中国男子

网球不断实现突破。 在马德里网
球公开赛男单十六强的比赛中，
他战胜赛会八号种子弗里茨， 成
为历史上首位挺进大师赛八强的
中国大陆男网选手。 他两度打入
大满贯32强， 首次赢下大满贯正

赛的五盘大战， 并首次击败世界
排名前五的高水平选手 。 9月 ，
张之臻夺得亚运会男单金牌， 同
时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这
也是中国男子网球时隔29年再次
登上亚洲之巅。

7、张雨霏（女，25岁，游泳）
2023年， 张雨霏参加了福冈

游泳世锦赛、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 杭州亚运会、 世界泳联世
界杯三站 （柏林、 雅典、 布达佩
斯） 等比赛， 共比了59项次， 获
得23金4银2铜， 荣膺杭州亚运会
最有价值运动员 （MVP）， 位列
世界杯年度总积分第三名。 世锦
赛上， 她在女子100米蝶泳项目
中夺冠， 摘得个人世锦赛首枚金
牌。

8、董红娟（女，43岁，登山）
4月26日， 中国登山者董红

娟成功登顶海拔8027米的希夏邦
马峰。 经国际登山登顶认证网站
8000ers.com确认， 董红娟成为全
球首位登顶全部14座海拔8000米
级高峰的女性。

9、覃海洋（男，24岁，游泳）
在7月举行的福冈游泳世锦

赛上， 覃海洋夺得男子50、 100
米和200米蛙泳3枚金牌， 成为历
史上第一位在同届世锦赛上包揽
蛙泳3个项目金牌的运动员， 并
打破男子200米蛙泳世界纪录 。
他还在成都大运会上摘得5金 ，
在杭州亚运会获评最有价值运动
员 （MVP）， 在游泳世界杯上加
冕世界杯年度总冠军。 凭借贯穿
全年的优异表现， 他在10月收获
世界泳联最佳男子游泳运动员称
号。

10、谢震业（男，30岁，田径）
杭州亚运会上， 谢震业以9

秒97的成绩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虽然当天2.4米/秒的风速超过2
米/秒的合规风速， 这一成绩不
能作为有效成绩让谢震业直通巴
黎， 但又一次 “破十” 的表现，
依旧提振了中国男子短跑的信
心。 之后， 谢震业又携队友摘得
杭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金
牌。 10月4日晚，他还与队友一起
获颁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
力铜牌。 这枚递补获得的铜牌是
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在奥运
会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据新华社

新华社评出2023年中国十佳运动员

国际奥委会探讨冬奥会未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