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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特派记者 周际娜

用手机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注册后便可开通钱包，付
款时如发现余额不足，可以点
击“充钱包”，绑定银行卡后可
随充随用……作为我国数字人
民币的试点之一，北京冬奥会
场景中已全面开启数字人民币
支付。赛事期间，运动员和随
队官员、媒体记者、观众、工作

人员等，可对冬奥会现场的所
有商家进行数字人民币支付。

4日中午，记者来到主媒体
中心人气最旺的奥运特许商品
零售店，体验了一把数字人民
币消费的便利。在奥运特许商
品零售店门口，长达三四十米
的购物队伍中，记者看到很多
年轻的志愿者和媒体人，都在
用手机“充钱包”。

“要给朋友带的纪念品太
多了，我充了五百！”一位趁着

休息时间来采购的志愿者告诉
记者。记者注意到，除了“充钱
包”，该APP页面还有“存银行”
的选项，点击后钱包余额分分
钟就存回到银行卡里，而且无
需任何手续费。

除了主媒体中心，记者在
冬奥现场、签约酒店等地均见
到了售卖点配备受理数字人民
币的机具，消费时，可以通过扫
码和碰一碰进行支付。数字人
民币作为现金的替代货币，既

可以作为支付手段，又可以电
子形式转移、储存或交易。

数字人民币在应用中呈
现哪些特点呢？首先是更加
安全。其是国家法定货币，是
安全等级最高的资产。二是
更加高效。它的支付效率更
高，实时到账。三是更加保护
个人隐私。记者在使用中发
现，数字人民币支持可控匿
名，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和信
息安全。

科技奥运之数字人民币初体验

14日，坐了近一个小时的闭环班车，去首钢滑雪大跳台看苏翊鸣
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

首钢滑雪大跳台又名“雪飞天”，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
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在设计中融入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元素。“雪飞
天”比电视里看上去坡度更陡，亲眼看着选手从坡顶飞驰而下，在半空中炫技，
着实刺激。

好在，紧张之余，一只“冰墩墩”时不时在观众席附近蹦跶，被解说员调侃，
“你去哪儿玩了？脸这么脏。”仔细看，“冰墩墩”确实不太白，不过这也不怪它，很
多热情的观众争相拉着它合影，逮住就激动地上前摸一摸。

想必不少观众对“雪飞天”旁边的那几座巨型冷却塔印象深刻，以为整个园
区一定“工业味”十足。其实绕到看台后面，完全是意想不到的“B面”，一座
“硬核工厂”在这里悄悄展现了自己的文艺范儿。秀美的人工湖在暖阳下春

水横流，湖畔伫立着牌楼、甬道、长廊等仿古建筑，一座造型优美的石拱桥
连接两岸，2 米多高的芦苇淡黄色芦花随风摇曳，更是增添了几分诗

意。眼前的这幅“中国画”，与之前的“赛博朋克风”混搭在一起，感
觉十分魔幻。

最酷的运动，最炫的场地，最勇敢的一群年轻人，是碰
撞、比拼更是汇聚。而不远处，山顶之上的阁塔，就像

一位背手而立的长衫长者，饶有兴致地注视
着这一切……

冬奥日记

首钢滑雪大跳台的“B面”
□周际娜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特派记者 董盈

“请问，我可以跟您交换这枚徽章吗？”
如果说奖牌是冬奥赛场上运动员的荣

誉与骄傲，赛场下，胸前挂满奥运徽章的证
件带则成为与会者引以为傲的宝藏。

行走在竞赛场馆和主媒体中心内，胸
前挂满一串奥运徽章的人，总会被投来羡
慕的目光，当然也有可能被“搭讪”，询问是
否能够进行交换。

记者就在首都体育馆偶遇了一位“宝
藏”男孩，他是一名志愿者，他的证件带上
挂着六七枚各式各样的奥运徽章。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用黑笔为班车
时间表上的首体发车时间画上小花边。

“刚刚看到有媒体看错了班车发车时间，
这样标注一下，大家看起来就更方便醒目
了。您需要找车就来找我，要去哪不清
楚，也可以找我。”话中流露出细心与暖
心。

“这枚是帮助韩国队找车时，一位运动
员送我的。这枚是一位外国记者跟我换的

一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徽章，这是赞助
商的徽章。”这位志愿者向记者介绍了几枚
徽章的来历，“换徽章太上头了，有的徽章
多的人戴着两条带子，还有的徽章多得只
能揣兜里了。”

“您也可以攒一些，工作之余可以跟大
家交换。”这位志愿者还为记者分享了他的
徽章交换攻略，当然徽章颜值很重要，珍稀
程度也是重要的因素，而且还要看徽章的
出处，是奥运官方特许徽章，还是媒体、参
赛代表团、赞助商之类的徽章。

“通过收集这些徽章，一方面想多了解
世界各地的文化，同时也想留作纪念，以后
如果还有机会再参加奥运会，可以再换出
去。”男孩笑着说。

正聊着，另一位志愿者经过。“我昨天
大丰收，换了 5个，有转播商的、有美国队
和加拿大队的，还有从其他媒体那换的。”
这名志愿者开心地说，“现在挂着12枚，我
还卸了很多，因为太沉了。”

小小的奥运徽章，交换着文化，也交流
着友谊。

志愿者身上的徽章。

交流着文化和友谊
奥运徽章交换很上瘾

三届冬奥会终圆金牌梦

时光回溯到2010年，年仅17岁的范可新被召入
国家队，同年便赢得蒙特利尔短道速滑世界杯3000
米接力金牌成为世界冠军。2011年的谢菲尔德短
道速滑世锦赛上，范可新赢得女子 500米个人金牌
和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世界短道速滑新秀从此一
战成名。之后的范可新获得了无数的奖牌与荣誉，
她曾获得 5次世锦赛 500米冠军，成为短道速滑世
锦赛“五冠王”。

但回顾范可新的三届冬奥之旅却充满着艰辛与
坎坷，2014年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半决赛
上，范可新意外摔倒无缘决赛。短道速滑女子1000
米比赛上范可新获得亚军，与冠军仅有一步之遥。

2018年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半决
赛中范可新被判犯规出局，令所有人感到惋惜。从
索契到平昌，两次冬奥会成了她最大的心结。

时间来到 2022年北京冬奥会。12年的艰苦训
练与坚韧等待，范可新从一名17岁的小将磨砺成29
岁的老将。实力、技术、经验、拼劲……这次她终于
不负苦心，站上了冬奥会的最高领奖台，完成了长
达12年的冬奥逐金之旅。

在本届冬奥会上，范可新共参
与三项比赛，分别是短道速滑混合
团体2000米接力赛、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比赛、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
接力赛。

5日，北京冬奥会开赛第一天，
范可新、曲春雨、武大靖、任子威、
张雨婷成功夺得混合团体接力金
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开门
红。这不仅圆了范可新的冬奥金
牌梦，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冬奥
会历史上第一枚短道速滑男女混
合接力金牌

13日，北京冬奥会开赛第9天，
范可新、曲春雨、张雨婷、张楚桐四
朵金花组成的中国队出战短道速
滑女子 3000米接力。在紧张激烈
的比赛中，姑娘们顽强拼搏、决不
放弃。最后一棒的范可新更是在
明显落后情况下凭一已之力奋起
直追，成功超越对手，帮中国短道
速滑队赢得铜牌。

这枚奖牌是继 2010 年都灵冬
奥会后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时隔
12年再次登上了女子 3000米接力
的领奖台，分量重大、意义非凡。

随着女子3000米接力赛的结束，范
可新本届冬奥会的征战之旅正式划上
句号。赛后她深情亲吻冰场的画面，令
无数观众泪目。

有媒体问她，是否代表要和赛场告
别？范可新笑着解释：“我亲吻冰场是
因为感谢，感谢祖国的强大，让我们能
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展现自己的实
力。我终于夺得冬奥冠军了，这个亲吻
只是我的开始。”

这一刻范可新再没有遗憾，她怀着
感恩与感谢笑着告别赛场。未来，期待
在更多顶级赛事上与她相见。

□邬微 王誉霖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10日上午，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女
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举行。中国体育代
表团共有 3名选手参加决赛，黑龙江鹤
岗籍运动员、2018年平昌冬奥会银牌得
主刘佳宇名列第8。

在刘佳宇的家中，刘佳宇的家人、启
蒙教练等在电视机前一同见证了她冬奥
拼搏时刻。

刘佳宇 1992年出生，本次是第四次
参加冬奥会，从事雪上项目 19年。在这

19年里，伴随着刘佳宇的除了技术的提
升和一块块金牌，还有一身的伤痛，仅肩
部就做了三次大手术。

刘佳宇滑雪启蒙教练李镇雄说：“半
个月前，我跟她唠过，她身体不好，也受
了伤，赛前训练受过伤，恢复的可能不那
么完善。”

尽管无缘奖牌，但在刘佳宇父亲刘
宝柱眼中更多的是心疼，现在就等女儿
回家。刘宝柱说：“请孩子吃好吃的，俺
家孩子乐意吃杀猪菜。”

刘佳宇在比赛后。
资料片

刘佳宇 雪场奋战19年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

在 5日和队友曲春雨、范可新、张雨
婷、武大靖获得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
首金后，任子威7日在短道速滑项目男子
1000米决赛中再获桂冠，两获北京冬奥
会金牌。7日，记者采访了任子威的小学
班主任、哈尔滨市南岗区清滨小学教师
朱学苓。激动骄傲之余，朱老师也为记
者讲述了冬奥冠军任子威的小学时光。

在朱学苓印象里，任子威个子不算
高，是个开朗又淳朴的孩子，上学期间就
很聪明，热爱运动。

最让朱学苓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
在一次元旦联欢会上，当时班级准备了
团体小号表演节目，当主持人问下一个
节目是哪个班级表演，见无人应答，作为
小号队成员的任子威喊道：“咱班男生
上。”大家立即跟着任子威走上台进行表
演，最终演出获得一众好评。“平时任子
威有极强的号召力，每当有集体活动时，
他都能够第一时间带领同学参与其中。”

“当时，任子威的文化课很好，每次
考试都名列前茅。”朱学苓记得，当时任
子威每天下午3点都要去冰上基地训练，
有时要到晚上 9点多回家。为了不耽误
他的学业，作为班主任的朱学苓给予了
支持和鼓励，每天都提前把作业布置给
任子威，让他利用课间时间把作业完成。

“当时任子威的速滑成绩很不错，我
感觉这是个非常好的体育苗子。所以我
就对他说，既然你喜欢这项运动，那就要
坚持不懈练下去。”朱学苓说。

“毕业后，训练不忙时他也会回到母
校看看我，和我聊聊天。”朱学苓介绍，任
子威的变化不大，尤其是性格还是像小
时候那样淳朴、开朗、直言快语，但对自
己的追求和目标却很坚定。朱学苓也一
直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在自己选择的道
路上坚持下去，取得傲人成绩。

尽管学校工作很忙，可朱学苓还是
持续关注着北京冬奥会。“我一直守在电
视机旁观看任子威比赛，看到他夺冠后，
心情特别激动，也非常骄傲！”朱学苓告
诉记者，她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班的学生能成为冬奥冠军。

任 子 威 夺 得
冠军。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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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南岗区清滨小学是全国
短道速滑基点学校，素有“速滑冠
军摇篮”的美誉。45 年来，清滨
小学为国家、省输送 300 余名运
动员，其中8人获世界级冠军，24
人获亚洲、全国冠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唐海兵

范可新14日在社交平
台发文，告别本届冬奥会，
“在家门口进行的北京冬奥
会上，我终于实现了梦想，站
上了最高领奖台，一金一铜，
我很满意自己的表现。”

范可新微笑离场

不是不是告别，等我回来！
三项比赛两枚奖牌意义非凡 亲吻冰面：是感谢，不是告别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特派记者 张澍

在女儿张雨婷获得北
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
体接力的金牌后，黑龙江日
报龙头新闻客户端的一篇
《专访冬奥首金张雨婷父亲
张洪文，“等我闺女凯旋，尖
椒灌肉安排上！”》在各个网

络平台获得约 500 万的展
示量，并把“尖椒灌肉”这道
菜推上热搜。在评论区，大
家热议：“尖椒灌肉到底怎
么做？”

为此，记者专门请来张
洪文与他的烹饪师父张庆
瑞，一起在张洪文家的饭
店，现场做了一道张雨婷爱
吃的尖椒灌肉。

张洪文介绍：“准备好
尖椒与肉馅，肉馅的肉最好
是前槽肉，肉馅拌好后，依
次加入盐、味素、酱油、姜
沫、葱沫，然后搅拌均匀，腌
制。从尖椒底部割开，拽着
尖椒把，把尖椒瓤拉出来，
灌入腌好的肉馅。锅内放
油，油温要高，把尖椒炸至
外皮呈现虎皮色，炸透，捞

出。油锅内加葱沫、蒜沫等
爆锅，再加入尖椒，放水，焖
制，期间加入盐、糖调口。
八九分钟后，尖椒焖好出
锅，装盘后，尖椒上淋些汤
汁即可食用。”另外，张洪文
还特别强调：“肉馅里不要
放油！”

冠军版尖椒灌肉。
资料片

被送上热搜的冠军版尖椒灌肉怎么做？
冬奥会冠军张雨婷的爸爸来示范

左图：范可新在比赛中。
右图：比赛后中国队员互相拥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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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威回学校看望朱学
苓老师。图片由朱学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