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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1979 年 10 月 25 日，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
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这是新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又一新起点，也是国际奥林
匹克运动掀开新篇章的重要起点。

回望四十年，从“名古屋决议”诞生到重回奥运舞台，中国
开启了奥林匹克的新征程，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和奉献者。

回望四十年，从举办北京奥运会到申办北京冬奥会成功，
中国谱写了奥林匹克的新成就，在世界奥林匹克史上留下属
于中国的浓墨重彩。

回望四十年，从百年奥运梦到体育强国梦，中国体育的新
梦想历久弥新，开始推动和引领奥林匹克改革，中国正成为身
处奥林匹克运动中心的国家。

新征程，从这里启航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
1971年 10月 25日，是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子。
整整 8 年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77 岁的屠铭德是中国回归奥运大家庭的亲历者。四十年

前这一天，屠铭德和同事们等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会议
的会场外，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幕。

说到当年的感受，1972 年进入原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
后来曾任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司长、中国奥委会秘书长
及副主席的屠铭德坦言，那一刻的表决，其实是此前多年协
调、努力、斗争的成果。“主要是大形势。大形势是什么呢，
1971 年我们进入联合国了，联合国问题解决以后，体育界有
个（想法），中国体育也应该回来。”

曾任职于原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张全德回忆说，恢复席位
之前那些年，只要一出国、一有机会就去做工作、讲道理，表达
我们的观点，包括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协会，很多人就开始觉
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确实是不能排斥在外的。

从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萨马兰奇，再到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历任国际奥委会主
席都是这一观点的“拥趸”。

巴赫 21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将中国纳入奥林
匹克运动是奥林匹克运动最伟大和成功的故事之一，我认为让
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重返奥林匹克运动绝对是必须的，事实也
证明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奥林匹克运动，这都是成功的。”

时光来到 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时隔 28 年，五星
红旗又一次飘扬在奥运赛场和奥运举办城市上空。

四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是无数中国人奥运印记的起点。
那一年只有 9岁的杨扬也埋下了小小的梦想种子：“看到女排在
奥运会上拿到金牌，包括李宁，包括许海峰的第一枪，其实我那时
候很小，但是我内心就有这样的偶像。我说我长大以后像他们一
样要走向世界，虽然那时候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这路有多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重返奥运大舞台的中国让世界领略了东方文明重承诺、

守信义的文化传统，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
神的不懈追求。

从普莱西德湖到洛杉矶，从奥运赛场顽强拼搏到“跑马”
健身成为时尚，从“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到“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中国人言必行，行必果，四十年来一直是奥
林匹克运动最忠实和积极的参与者，开启了奥林匹克新征程。

新成就，在这里铸造

那个 9 岁时埋下“走向世界”种子的七台河小女孩杨扬，
恐怕不会想到，18 年后，她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冠军。而
奥运冠军杨扬，大概也想不到，有一天她会作为陈述代表，助
力中国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

2015 年在吉隆坡陈述时，杨扬已经退役近 10 年，也在国
际奥委会任职了近 10 年。她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我确实找到了那种再一次在比赛场上为国征战的感觉。”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是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4
年南京青奥会后，中国和奥林匹克在中华大地的又一次“亲密接触”。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更多是在赛场内参与奥林匹克

运动的话，自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以后，越来越多中国普通
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参与奥林匹克的热情和力量，奥林匹
克发展史上也留下越来越多中国印记。

曾多次接待萨马兰奇的原北京奥组委国际联络部礼宾
处副处长郑欣至今还记得，老萨在中国人气超高，“走到哪
里都能被人认出来”，北京奥运会期间，全国各地老百姓寄
给萨马兰奇的礼物就有上千件。

萨马兰奇曾这么评价北京奥运会：“我从 1952 年就开
始参与和观看奥运会，在历届奥运会中，北京奥运会是最精
彩、最成功的。中国人，你们不仅为你们的祖国，也为奥林匹
克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罗格则在闭幕式上给出了至高
评价：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这份无与伦比，体现在赛场内外的每一处细节之上，植根
于中国人民的每一份努力之中。而在屠铭德看来，北京奥运会
之所以能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留下那么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于
在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了一次深刻广泛的奥林
匹克宣传，这同时也是中国为奥林匹克事业做出的最大贡献。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是“鸟巢”，那些热情、
自信、充满人文情怀的新一代中国青年志愿者们也被称为
“鸟巢一代”。

曾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李菊，目前就职于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团委，仍带着学生们活跃在志愿服务工作中。“这就是一种
传承吧，它（志愿服务组织）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机构，在
你关注它或者是不关注它的时候，它时时刻刻都在发挥作用，
都在给我们这个社会当中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着温暖。”李菊说。

如今，“鸟巢一代”已经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像李菊一
样活跃在各行各业中，成为中国新时代发展前进的强劲动
力，也在有意无意中继续着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

这，正是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有形贡献之外的
无形贡献。

新梦想，在这里实现

“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珠玉在前，中国用什么来完
美呈现一届冬奥会？

这个问题看似宏大，但早在申办之初，中国人就给出了答案。

四年前在吉隆坡最终打动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让他们
为北京投出一票的关键，不在硬件设施，不在热情如火，而
在于北京申冬奥代表团提出的“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
展、节俭办赛”三大理念。北京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简洁而深刻的办赛理念更是与“可承受、可收益、可持
续”的国际奥委会办奥新模式目标不谋而合。

从 2014 年底全票通过《奥林匹克 2020 议程》，到平昌
冬奥会开幕之际颁布“新规范”，国际奥委会一直主动求变，
努力对未来办奥模式进行根本性重塑。

这是国际奥委会的新梦想。2022北京冬奥会被寄希望树立
办奥模式的新标杆，为国际奥委会实现新梦想迈出关键一步。

巴赫说：“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源源不断地对奥
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
响日益加深。中国是真正身处奥林匹克运动中心的国家，我
们也非常高兴看到中国能继续扮演这一重要角色。”

四十年风雨兼程，中国人关于奥林匹克的梦想也在不
断更新。

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 8 月 8 日被定为全民健身日，
如今已经是第 11 个年头，越来越多中国人把体育变成自身
生活的一部分。杨扬说：“原来更多的人是讲奥运会拿多少
金牌，08 年之后，我们听到一种声音，就是奥运会到底跟我
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开始考虑自己的需求，他们认为体育对
他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热爱花样滑冰的北京中关村三小学生马仲缘是杨扬的
小粉丝，有次在哈尔滨的街道上看到杨扬的广告牌，她还特
意跑过去和广告牌上的杨扬合影，下个月将满 10 岁的她也
有个“小梦想”：“拿世界冠军！”说完小姑娘又羞涩了：“那么
多人都比我强，一点点学吧。”马仲缘的妈妈并没把培养世界
冠军作为自己的“梦想”，和几十年前不同，现在无数中国家长
送孩子去学体育并不仅仅是为了争金夺银，而是希望孩子们
能把体育作为一种生活习惯终身保持，并能真正受用终生。

体育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紧
密相连，新时代、新梦想，这是亿万中国人的内在需求和
外在追求，也是中国推动和引领奥林匹克运动改革与发
展的时代洪流！（执笔记者王恒志，参与记者：周杰、沈
楠、陈俊侠、高鹏、姬烨、丁文娴、肖亚卓、牛梦彤、王沁鸥、张
逸飞、杜洋、王梦、刘旸）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记者肖
亚卓）25 日，中国奥委会在京举行纪念
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40 周年
座谈会。数代体育人齐聚一堂，回顾这
40 年来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成就。

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
长苟仲文、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刘鹏、国
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中国奥委会原
秘书长魏纪中以及许海峰、杨扬、刘国
梁、姚明和朱婷等数代中国体育人出席
了当天的座谈会并发言。

中国已成为奥林匹克运

动重要参与者

1979 年 10 月 25 日，国际奥委会通
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由此重
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从 1984 年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首
金，到 2002 年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上拿
下中国冬奥会首金；从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的成功举办到 2022 年冬奥会的成功
申办，中国正逐渐成为国际奥林匹克运
动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当天向中国奥
委会发来祝贺视频，他在视频中充分肯
定了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国际奥林匹克
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示，期
待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中国的奥林匹
克运动发展开启新篇章。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说，今天中国体
育的面貌以及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扮演的
角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运兴才有体育兴

在当天座谈会上，几乎所有人的发言都提到了一个观点：国
运兴才有体育兴。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国
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两次申办奥运会就很明显，2001 年相比 1993 年，中国的软实
力和硬实力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01 年我们申奥成功，这是大
势所趋。我们的国家实力有了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提高，所
以才能申办成功。”曾亲身参与了两次申奥过程的魏纪中在会上说。

刚刚在日本以队长身份带领中国女排卫冕世界杯冠军的朱
婷是当天唯一一名发言的现役运动员。作为一名“90 后”运动员，
她表示，正是有了前辈们的不懈努力，才给了“后来者”到奥林匹
克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机会。“非常感恩前辈的付出，四十年来像我
们这样的运动员才有机会登上奥林匹克的舞台。这一切都离不
开祖国的强大。中国女排在赛场上争金夺银，比的不仅是运动员
和教练员，还有背后支持的力量。我们比前辈有了更好的训练条
件、更科学的训练手段、更细致的保障措施。作为新时代的运动
员，我们要向前辈学习，继承女排精神。”朱婷说。

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曾以运动员身份参加过 1996 年和 2000
年两届奥运会，并在 1996 年包揽了男子单、双打的金牌。2004 年
雅典奥运会开始，他又以教练员的身份率领弟子们参赛。

“我亲身感受到了体育事业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而逐渐强
大，也清晰地感受到了祖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地位在提高，国
际组织对中国更加重视。”刘国梁说，“中国乒乓球队还要继续努
力，不仅要在竞技水平上提高，还要继续拓展‘乒乓外交’，加大和
国际乒联的合作，从举办赛事、会议到举办训练营，真正推动这项
运动在国际社会的发展。”

在国际体育组织谋求更大话语权

随着中国体育越来越走向世界体育舞台中央，中国体育人也
越来越多地到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不少人
表示，要继续增强中国体育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

“中国人要更多地进入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要进入决策层，
这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实力背景，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个人的工作能
力、语言能力。”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说，“只有进到这个圈子
里，你才有发言权，才能去制定规则。”

今年 5 月，杨扬被国际奥委会提名担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
主席。而早在 1999 年，杨扬就曾当选为国际滑联运动委员会委
员，此后她还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委员等职务。

“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特别有体会。一方面离不开祖国的强
大、个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内各相关机构与组织的支持。让
我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职的时候，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但是
和各位前辈、领导聊完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也认识到体育
人不仅要在赛场上为国争光，还要为了中国体育的未来，为了我
们的下一代，争取国际话语权。”杨扬说。

奥 运 印 记 四 十 年
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 40 周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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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年 10 月 25 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
会的合法席位后，基拉宁主席（左）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右）握手祝贺。 新华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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