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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之声

女足重回亚洲之巅，我们读懂什么？
■ 梁启东

2月 6日，在亚洲杯决赛上，中国女足
惊天逆转，在先失两球情况下，最后以3-2
的比分击败韩国队，成功夺得亚洲杯！这
也是中国女足第九次获得亚洲杯冠军！

这个春节小长假，女足姑娘们用荡
气回肠的比赛，为自己、为中国足球赢得
了荣誉，中国女足值得一切赞美！

为什么我们为女足姑娘们骄傲、自
豪，为什么我们为女足姑娘们热泪盈
眶？就是因为在这支球队身上，洋溢着
一种久违了的精神。实力可以不如对
手，但要顽强拼搏，通过不停奔跑来弥补
差距，始终保持足够的拼劲和顽强的意
志力；落后没有问题，对手可以暂时领
先，但要充满信心，始终不放弃，咬紧牙
关，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我们今天赞美“铿锵玫瑰”、宣传女
足精神，关键是要把女足的发展放在国
家体育事业的大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局中。赞美、宣传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
要有实际的措施支持女足事业。只有女
子足球由“小众”成为“大众”，才能让更
多的人了解、热爱女子足球，让更多的女
足队员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让女子
足球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
社会认可，让女子足球的经济价值、产业
价值在中国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中展
示价值和魅力。 （来源：人民网）

展现中华文化的底蕴与格局
■ 李 拯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举世瞩目。从黄
河之水天上来到迎客松绽放鸟巢，从敞
开“中国门”“中国窗”到主火炬“微火”成
为奥运史上的经典瞬间，中国与世界同
行、传统与现代激荡、科技与文化融合，
开幕式匠心独运的创意、直抵人心的情
怀、胸怀天下的格局，跨越国界、传遍世
界，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事实
上，北京冬奥会筹办从一开始就打上了
鲜明的中国印记，体现着独特的中国气
派。既有中国文化的恢宏之象，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外形酷似象征吉祥的摆件

“如意”，国家速滑馆的曲面玻璃幕墙环
绕成为“冰丝带”；也有中国文字的巧妙
之思，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

“冬”为灵感来源，火种灯创意源于西汉
长信宫灯；体育图标创作灵感来自于篆
刻艺术汉印，将抽象的体育项目演绎为
精彩的运动瞬间……透过冬奥盛会这扇
窗口，人们既能思接千载，感受中国深厚
的文化底蕴，又能视通万里，看见中国的
大国风范，见证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进步
和精神风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开幕式上，从倒计时短片到参赛
各代表团引导牌，从和平鸽表演到主题
歌演唱的背景，“一朵雪花”贯穿始终。
当所有代表团雪花造型引导牌共同构成
一朵大雪花，“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主
题跃然眼前，“一起向未来”的共同情感
油然而生。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北
京冬奥盛会把“你”“我”汇聚成了“我
们”，架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和人
民联系、沟通的桥梁，为世界多样文明交
流互鉴提供了舞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

礼让斑马线 别“见好就收”
■ 郑宇飞

经过半年持续努力，北京市“文明
驾 车 、礼 让 行 人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成 效
显 著——全市路口未礼让行人事故数
量下降了45.5%，安全系数稳步提升。

交通安全有序，是城市平稳运行的
基础条件，也是广大市民朴素的民生诉
求。去年 8月以来，市区两级联动推进，
将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作为治理突破口，
开始了一场全民文明革命。在人力投入
上，交警辅警、文明引导员、社会志愿者
一起“上岗”，确保重点路口有人管；在技
术升级上，近千处路段布设“电子警察”，
精准记录、审慎处罚违规违法行为；在宣
传引导上，号召公交车、出租车等带头礼
让，推广“您先行”“我不过”“谢谢让行”
等沟通手势……多措并举之下，才有了
人畅其行、车畅其流的新气象。

摒弃不良习惯，意味着要与惰性作
斗争，逼着自己走出“舒适区”。这决定
了文明新习惯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也
容易出现松劲懈怠。我们已经在斑马线
上走出了坚实一步，新的一年决不能“见
好就收”，还是要继续坚持全面监管、从严
执法。相关部门已经明确，将定期开展交
通文明达标示范路口评选，严格落实“验
收挂牌、达标巩固、反弹摘牌”考核制度。
相信在外力的监督下，治理成果会更加扎
实，规矩意识会更加深入人心。

当然，让文明成为行为自觉与生活方
式，最终还是要依靠每一个人观念上的转
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既可能是司机，
也可能是行人，只有全社会形成礼让氛
围，才能让所有人都能在“汽车时代”生活
得更加从容。 （来源：《北京日报》）

■ 林 洁

近日，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带动冬奥
周边纪念品的热销，“冰墩墩”形象的纪
念品在不少网络销售平台售罄，出现“一

‘墩’难求”的现象。
“冰墩墩”火了，憨态可掬的它，正向

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独特的冰雪浪漫。
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曹雪教授接受
记者专访时讲述了“冰墩墩”的出炉过
程：历时 10 个月，修改了 1000 多次，充满
了科技感和未来感的“冰墩墩”才与大家
见面。

这几天，这个穿着冰晶外壳的熊猫
风 靡 全 球 ，甚 至 有 网 友 提 出“ 一 户 一
墩”。曹雪笑称，确实有很多粉丝、亲朋
好友都找他要“冰墩墩”，但自己和大家
一样，手头也没有“冰墩墩”了。

“熊猫”和“冰糖葫芦”起了化
学反应

为什么选择熊猫？曹雪的目的很明
确，能跟所有人沟通。这多半是对旧元
素的新组合。冰糖葫芦那层薄薄的糖衣
启发了曹雪，“熊猫和冰壳都不是新元
素，但是把二者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化
学反应”。

2018 年 8 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面向全球征集吉祥物，共收到全球 38
个国家的 5816 件设计方案。2019 年 1
月，10 余名国内外专家受邀参加吉祥物
设计方案初评、复评评审会议，最终评选
出 10个入选设计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10 个方案中，
有 3 个来自曹雪带领的团队。2019 年 9
月，这只从盛夏的广州走进奥林匹克史
册的“冰雪熊猫”正式亮相。

曹雪是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
学院教授。后来，他才知道，当北京冬奥
组委宣讲团来广州美术学院宣讲吉祥物
设计时，距离截稿日只剩下 19 天。他们
迅速组建了一个 14 人的团队，完成了 15
套方案送到北京。曹雪很感慨，“冰墩

墩”出炉前，大家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
反复修改讨论，画了上万幅手稿。

一只“冰雪熊猫”为何诞生在南国
广州？曹雪表示，广州的孩子没见过冰
雪，没有体验，能否胜任冬奥会这样一
个主题内容的设计，冬奥组委是要打个
问号的。但是，恰巧是没有见过冰雪的
孩子，反倒可能对冰雪和冰雪运动有着
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能会创
造奇迹。

“未来感”创造了无限可能性

“对一个设计师而言，眼光、想法、观
点和观念，不能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得
越来越传统、保守和老套。”曹雪时刻提
醒自己，作为这个团队里面最年长的一
个，要给自己以“未来感”。设计，只有未
来时，没有过去时，“冰墩墩”巧妙构思背
后，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谈到可能性，曹雪认为，一个人在生
活中要善于用自己的双眼去洞察一切，
你所见所闻的一切会作为一个信息点或
知识点，让头脑丰盈起来。

在“冰墩墩”主形象发布后，广州美
术学院迅速成立了冬奥文化视觉中心，
围绕着“冰墩墩”继续创作的各种运动姿
态，几乎都是在这个中心产出的。

曹雪指出，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叫
后浪，成为后浪取决于每一个青年的努
力，在这努力的过程中，不要畏惧失败。

用年轻的头脑，创造一些其他设计师所
未曾想到的东西。

“冰墩墩”大火，始料未及

曹雪认为，“设计”干的事情就是四
两拨千斤，汉字的“设计”二字很精妙，它
是言字旁，而不是提手旁的“技”。“言”代
表着观点和表达，要妙，要巧思。

曹雪指出，设计师要想到，项目是为
谁所做的设计。以“冰墩墩”为例，任何
一届奥运会的吉祥物，它的目标消费者
是 9 岁左右的孩子。所以，“冰墩墩”从
一开始就牢牢锁定 9 岁的孩子，可见设
计它的目标性非常明确。

历届奥运会都有吉祥物，它作为亲善
大使去跟全世界的人沟通、传播文化。同
时，它还有一个商业目的，就是要靠衍生
品所赚的钱，来继续支持办奥运会。

“所以，吉祥物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的商业性。”曹雪说，作为改革开
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其设计方案里包含
了文化性和艺术性，最关键在于商业性
的敏感度更高。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幸运，能赶
上这样的盛事。”曹雪说，“冰墩墩”深受
大家喜爱，但是会这么火，确实是他和团
队都始料未及的。他希望可以把这些经
历总结归纳出来，把它用在以后的设计
教育中。

（来源：《中国青年报》）

■ 王雨萧 严赋憬

半成品变身花式年夜饭，国潮“虎”
文化强势“圈粉”，桌游、剧本杀成为热门
打卡项目……伴随“Z 世代”（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人群）逐渐成为新的消费主
力军，“后浪”们的消费主张正在深刻影
响着消费市场。

这个虎年春节，带着年轻印记的消
费方式，闪烁出哪些别样精彩？

“悦己消费”崛起，购物车载
满“美好生活”

一台三明治早餐机——这是北京
“95 后 ”赵 晓 楠 给 自 己 置 办 的 虎 年 年
货。“摆在厨房颜值很高，做出来的食物
也精致可口，用起来幸福感满满。”

冲 牙 器 、美 容 仪 、空 气 炸 锅 、筋 膜
枪……各式各样的“网红”小家电，成为
年轻人的春节购物车新宠。

京东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 年，注
重提升生活幸福感、体验感的“悦己消
费”占比已超 6 成，其中，健康服务、旅游
出行、珠宝首饰、宠物生活等成为增长最
快的“悦己消费”品类。

专家表示，以“Z 世代”为代表的年
轻一代消费群体正在崛起，他们更关注
颜值、品质以及科技感等体验，更看重消

费对生活品质的提升。
在“悦己消费”引领下，“年货清单”

也越来越有时代感和新味道。淘宝发布
的“虎年春节十大新年货”分别为洗地
机、大厨预制年菜、滑雪服、剧本杀、低卡
零食、春节智能手机壳、创意春联、年宵
花抱抱桶、虎头帽、宠物新年衣

“Z 世代”成为消费新主力，催生更
加个性化、多元化消费需求，也让更多

“小而美”的细分市场迎来广阔空间。

半成品 or外卖？便捷与仪式
感的精妙平衡

“海南人过年总喜欢花式吃鸡，今年
我做主，弄些外地菜系换换口味！”来自
海南文昌的“95 后”小夏说起今年的年
夜饭颇为得意，把预制菜买回家，不到半
小时就“变”出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这个春节，便捷又充满仪式感的预
制菜深受年轻人喜爱。盒马预制年菜北
京地区销量达到去年同期 5 倍；大润发
预 计 今 年 预 制 年 菜 总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50%；美团平台 1 月上旬外卖菜品中包含

“年夜饭”“新年”字样的订单环比涨幅超
1590%……

预制品和外卖年夜饭，让年轻人在
便捷与仪式感之间找到精妙平衡。“00
后”女生蔡婷说，年夜饭不仅要好吃，还

要好看、好“晒”。
在疫情防控倡导不聚集等情况下，

外卖、预制菜、小份菜等新变化，不仅让
年夜饭消费更加丰富、多元，也加速推动
餐饮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国潮＋萌虎”，真香！
“如虎添翼”黄金手链、“鸿运升升”

凤羽胸针……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黄金饰品，古法工艺与现代审美结合，让
传统国产珠宝焕发新的生机。

“以前总觉得黄金饰品造型陈旧，不
适合年轻人，这两年国产品牌变化很大，
很多国潮珠宝既时尚又有文化底蕴。”

“95后”消费者李亚楠说。
这个虎年春节，消费市场刮起浓浓

“国”风——
苏宁易购依托线下门店推出 100 家

年味宝藏馆，展示奇趣年货、国潮家电，
受到年轻消费者欢迎；银泰百货举行“京
彩禧乐会”、国潮市集等主题活动，让年
轻人近距离体验非遗文化；拼多多开启

“多多新国潮”消费季，玉泽面膜、鸿星尔
克板鞋等国产年货进入畅销榜；京东国
风“IP”礼 盒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300%……

“今年春节，我看到很多国产品牌结
合虎年元素推出新品，有些还在海外平
台销量很高，作为年轻人，很开心看到国
货带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李亚楠说。

剧本杀、冰雪游，年轻人春节
娱乐有新招

春节假期，各类密室逃脱、剧本杀游
戏，都活跃着年轻人的身影。

“大家聚在一起玩游戏，参与感很
强，不仅妙趣横生，也蛮考验智力。”“95
后”小赖说，充满社交性和体验感的各类
桌游，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过年娱乐的
选择。

这个春节，冬奥会的举办还带动了
“Z 世代”冰雪消费热。飞猪数据显示，
“00 后”春节冰雪旅游预订量同比涨超

80%。疫情防控下，冰雪游呈现本地化、
小半径特征，3 小时路程内的“家门口”
滑雪备受青睐。

年轻人过春节的同时，也把新的消
费理念“安利”给家中长辈。手机、智能
手环、VR 眼镜……来自“Z 世代”的“孝
心年货”，正在带动更多“银发族”共享数
字生活。

不管是国潮“网红”年货，还是花式
年夜饭、沉浸式桌游……“年”的含义在
代代传承中延续和更新，过年的方式也
在不断融入新元素，承载着人们对传统
文化的创新表达和时代记忆。

（来源：新华社）

■ 张志锋

全场起立，全球瞩目，奥林匹克会旗
缓缓升起。2 分 27 秒，没有伴奏，纯净的
童声让人屏住呼吸。

2 月 4 日 22 时许，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上，来自河北阜平县的“马兰花儿童声
合唱团”，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歌，
质朴的歌声从北京飞向世界。

5 日，合唱团的孩子们返回家乡，也
把这次“冰雪奇缘”带回老区阜平。

大山深处，寻找质朴的童声

“孩子们很努力，都在超越自我！”2
月 4 日晚，盯着学生们在开幕式演唱，一
直陪练的阜平县城南庄夏庄学区中心校
校长刘凯感到宽慰。回想 3 个多月的付
出，他说：值！

2021年 9月中旬，有关部门到阜平县
找喜欢唱歌的农村娃，准备请他们在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合唱奥林匹克会歌。

城南庄镇马兰村曾是《人民日报》前
身之一《晋察冀日报》驻地。老报人的后
代、出生于当地的邓小岚为丰富村里孩
子的文化生活，退休后在马兰小学组建
了一支山村小乐队，义务教孩子们唱歌、
演奏乐器。北京、上海等地留下了孩子
们的歌声和足迹，他们对歌唱的热爱引
起关注。

9 月 28 日，阜平八一学校等 5 所学
校共推荐了 200 多名学生，经多次筛选，
44 名孩子入选，其中 8 人来自马兰小乐
队。带着泥土的芳香，他们组成“马兰花
儿童声合唱团”。

10 月 18 日，合唱团到阜平八一学校

集训。除当地学校的 5 名音乐老师，指
导老师还有从北京到阜平支教的老教师
付宝环、阜平中学的两位音乐教师以及
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张红玉等
人。

此时距离开幕式还有不到 4 个月的
时间，一首高难度的希腊语歌曲，纯人声
无伴奏合唱的表演形式，业内人士都明
白其难度系数。

淳朴就是特色。阜平中学音乐老师
苏志艳说：“这些农村孩子天然质朴，潜
力很大，这是独特优势。”

“激发孩子的唱歌潜能，以专业标准
加以塑造。”张红玉信心满满。

第一关是语言。北京外国语大学两
名老师来教希腊语，孩子们学得很快，半
个月就掌握了希腊语歌词。

“难的是融合，希腊语老师不善于唱
这首歌，而我们不懂希腊语。”张红玉说，
于是所有老师先当“学生”，缺什么补什
么，“形成合力，逐字逐句地‘凿’，尽可能
完美结合”。

“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
胜 者 ，塑 造 出 钢 铁 般 的 躯 干（歌 词 大
意）……”孩子们每天分 3 个时段排练 5
个多小时，纯真的童音在太行山里回荡。

2021 年 11 月中旬，排练视频第一次
送到北京。“我们心里没底，导演们看后
却激动得热泪盈眶。孩子们在这么短时
间能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刘凯至今
忘不了起初的忐忑。

用心点亮，让每个农村孩子都
发光

“山里的孩子目光清纯，像天上的星

星一样。他们的声音像天籁，对唱歌的
热爱让人感动。”看完开幕式演出，年近
八旬的邓小岚老人感慨道。

邓小岚一直惦记着马兰小乐队在合
唱团里的孩子们。除夕之夜，她特意到
合唱团驻地给孩子们包饺子，一起吃年
夜饭。

她最牵挂的孩子叫果果（化名）。当
初听说集训时间很长，身患重病的果果
妈妈在外地住院，特意跟家人交代，“孩
子喜欢，就让她参加吧！”孰料，没过多
久，妈妈就因病去世。送走妈妈后，果果
一度中断培训。

北京冬奥会有张家口赛区，果果以
为合唱团是到那里演出。一天，她跟爸
爸说：“张家口离家不远。冬奥会开幕
时，您带我去那里，他们在台上唱，我就
在台下唱。”

得知此情，合唱团负责人深受感动，
跟家长商量后，让果果重回合唱团，抓紧
补课，“既是迎接远方客人，也慰藉亲爱
的妈妈。”最终小女孩如愿以偿。“唱给妈
妈听，也是我去北京唱歌的心愿。”2 月 5
日，回到家的果果变得更懂事了。

合唱团里年龄最小的韩舒心才 5 周
岁，来自石猴小学学前班，萌萌的眼神招
人喜欢。她刚进合唱团时不适应，晚上
常哭着想回家。

阜平八一学校的老师张曼华曾在石
猴小学任教，熟悉小舒心。于是，张曼华
等人成了“代理妈妈”，白天照顾吃饭，晚
上哄睡觉。小舒心渐渐露出笑容，成了
大家的“开心果”。在正式演出中，她站
在第一排，“看！右边第二个！”妈妈在电
视上一眼就瞅见女儿。

大岸底小学的梁佑麟活泼好动，排

练中 有 时 会 做 小 动 作 ，有 时 发 出 怪 腔
怪调。几个年轻老师每天都“盯”他也
束 手 无 策 。 苏 志 艳 多 次 找 他 谈 心 ：能
入 选 不 容 易 ，要 全 身 心 投 入 才 能 唱
好 。 小 男 孩 点 头 ，渐 渐 明 白 老 师 的 良
苦用心。

梁佑麟的音质好，笑容灿烂，老师有
意安排他在“C 位”，展示最美的笑容感
染大家。“每个孩子都有优点，我们要帮
着‘点亮’，让他们发光！”看完直播后，苏
志艳长舒一口气。

日子红火，深山小花绽放奥
林匹克舞台

2020 年 2 月 ，曾 经 的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阜 平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 乡 亲 们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孩 子 们 的 歌 声 越 来 越
响亮。

“这孩子变自信了！”2 月 4 日晚，盯
在电视机前的赵国军看到孙女时“巴掌
都 拍 麻 了 ”。 合 唱 团 的 赵 懿 萱 老 家 在
格 拉 沟 ，父 母 过 去 在 外 地 打 工 。 2019
年，她家告别土坯房，住进 100 平方米
的 新 楼 房 ，全 家 脱 贫 。 母 亲 就 近 到 镇
上 一 家 箱 包 厂 打 工 ，有 更 多 时 间 陪 伴
女儿。像赵懿萱家一样，阜平县有 5.3
万多名贫困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开
启新生活。

赵国军记得，孙女刚被合唱团选上
时“不敢去”。经过培训，赵懿萱逐渐变
得开朗。她笑容甜美，在台上颇有感染
力，老师多次让她做示范。

“这次在北京演出紧张吗？”“不紧
张 ，就 像 在 家 里 对 着 家 人 唱 歌 。”回 到
家 中 ，聚 光 灯 外 的 小 姑 娘 依 然 一 脸 灿

烂。
“老区脱贫了，要给山区孩子展示的

舞台！”刘凯记得，这是导演团队来找山
区孩子时常说的话，“农村孩子比较内
向，加入合唱团后变化很大。后来听说
要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亮相，都很自
豪。”

“武大靖叔叔他们拿冠军了，这是中
国队在北京冬奥会的第一块金牌！”来自
阜平八一学校的顾站豪喜欢轮滑，2021
年 10 月，河北省“心向冬奥”校园冰雪季
在 石 家 庄 市 启 动 ，他 作 为 学 生 代 表 发
言。“我喜欢轮滑，爱唱歌，我们在北京展
示了最棒的自己！”北京归来，小男孩像
个小大人。

当初集训两个月后，孩子们已完全
掌握了这首歌曲，还在阜平八一学校内
部演练。“排练这首高难度歌曲，我们把
压 力 全 部 担 下 来 ，让 孩 子 只 管 开 心 地
唱。”张红玉说。

精心浇灌，静待花开。2 月 4 日晚，
孩子们穿着印有蔚县剪纸虎头图案的中
式上衣，蹬着虎头靴，在冬奥会开幕式上
闪亮登场。

2 月 5 日上午，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
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冬奥会开幕式总导
演张艺谋等人介绍相关情况，谈及来自
河北阜平山区的孩子们用希腊语演唱奥
林匹克会歌时说：“阜平县曾是国家级贫
困县。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曾经贫困的山区如今旧貌换
新颜，孩子们也戴上河北民间艺术家设
计的‘虎头帽’，站上奥林匹克大舞台，用
质朴歌声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来源：《人民日报》）

44名来自河北阜平山区的孩子，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唱响奥林匹克会歌

大山里的童声飞向世界

“Z世代”春节消费观察

“悦己消费”占比已超 6 成

如何制造一个火到脱销的“冰墩墩”

2 月 6 日，北京王府井商业街，一名男孩在排队等待购买“冰墩墩”“雪容融”等
纪念品。 陈 剑摄

1月 24日，在兰州市城关区一家剧本杀店内，年轻人结伴前来游玩。
新华社记者 任延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