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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有一次参赛机会，还
是奥运级别赛事！将于1月19日
至2月1日举行的2024年江原道
冬青奥会，就给全球青年运动员
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被任命为本届赛事全球大使
的中国运动员谷爱凌向青年运动员
们发出号召：“与冬奥会不同，冬青
奥会在年轻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中只
有一次。因此这是千载难逢的机
会，可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同道
合的年轻人学习并建立联系。”

冬青奥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前三届均在欧洲，分别于 2012
年、2016 年、2020 年在奥地利因
斯布鲁克、挪威利勒哈默尔和瑞
士洛桑举行。江原道冬青奥会是
冬青奥会首次来到亚洲，也是韩
国在举办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之
后又一次举办奥运赛事。本届赛
事将充分利用平昌冬奥会场馆，
所有冰上项目均使用冬奥场馆，
而跳台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
和雪车雪橇也在冬奥场馆进行。

之所以说青奥会和冬青奥会
一生只有一次参赛机会，是因为
国际奥委会对参赛选手的出生日
期有严格要求。以江原道冬青奥
会为例，只有在本届赛事举办年
份2024年的12月31日年满15至
18 岁，也就是在 2006 年 1 月 1 日
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
选手才可参赛。而上一届洛桑冬

青奥会的参赛选手出生日期则在
2002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
日之间。由此可见，一旦错过，再
等四年，选手们将无缘参赛。

本届冬青奥会共设7个大项、
15个分项、81个小项，预计将有来
自 81 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约
19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
表团由98人组成，其中55名运动
员将参加本届冬青奥会7个大项、
12个分项、50个小项的比赛。

从 2010 年的新加坡到 2024
年的韩国江原道，过去14年间举
办了三届夏季青奥会和三届冬季
青奥会。我国南京曾在 2014 年
举办第二届夏季青奥会。与奥运
会和冬奥会相比，奥运旗下另外
两大赛事——青奥会和冬青奥会
在影响力、商业价值等方面无法
媲美，但也有其独特魅力与价值。

一手创办青奥会的国际奥委
会前主席罗格曾说：“青奥会绝对
不是迷你奥运会，而是将体育与教
育、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国际奥委会改革路线图《奥
林匹克 2020 议程》的 40 条建议
中，有一条就是“审视青奥会定
位”。经过近几届青奥会和冬青
奥会的探索和实践，国际奥委会
重新赋予青年人的奥林匹克三大
定位：高水平的青少年体育竞技
场，体育与教育、文化相结合的节
日大舞台，奥林匹克运动的创新

试验场。
面向青少年，意味着青奥会

和冬青奥会从诞生之初就被深深
打上了“创新”的烙印，这一点在
项目设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许
多新项目、新规则都利用这一平
台进行实验，比如滑雪登山、三人
篮球、攀岩、滑板等新兴运动，都
是先成为青奥项目，之后才成为
奥运项目；再比如冰球三对三、混
合性别组队、打破选手国籍（地区
籍）界限混编参赛等，也通过青奥
赛场进行了尝试。

与此同时，举办青奥会也是检
验办赛能力的“试金石”。2026年
夏季青奥会将由塞内加尔举办，这
是非洲大陆首次迎来奥运赛事。
可以想象，如果2026年青奥会大获
成功，那么非洲距离举办一届奥运
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青奥会和冬青奥会均不设奖
牌榜，希望淡化竞技成绩，鼓励选
手多交流、多学习。青奥期间组
织的“与冠军对话”“运动员榜样”
等活动，让青年运动员在初登奥
运舞台就接受正确的引导和教
育。江原道冬青奥会期间，中国
选手谷爱凌成为赛事全球大使。
她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 2020
年洛桑冬青奥会上均有过 2 金 1
银的精彩表现，这无疑将鼓舞新
一代青年运动员。

（据新华社）

冬青奥会: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奥运赛事

研究揭示限制饮食可减缓大脑衰老的机制
限制卡路里摄入被认为能改

善健康并延长寿命，但科学界长期
以来并不清楚这背后的机制。美
国一项新研究揭示，名为OXR1的
基因在限制饮食从而减缓大脑老
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自美国巴克老龄化问题研
究所的研究团队近期在英国《自
然·通讯》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
析了约200种具有不同遗传背景
的果蝇品种，将它们分两组饲养，
一组按正常饮食饲养，另一组则
限制饮食，后者获得的营养只有
正常饮食所含营养的10%。研究
人员发现了5个具有特定变异的
基因，这些变异在饮食限制下显

著影响寿命，其中有两个基因在
人类遗传学中具有对应物。

研究小组重点研究了这两个
果蝇基因中一个叫mtd的基因，其
在人类和小鼠中对应 OXR1 基
因。OXR1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
化损伤。进一步测试发现，OXR1
影响逆转运复合体，它是参与细胞
蛋白质和脂质再利用的一组蛋白
质。逆转运复合体功能障碍与年
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

研究显示了饮食限制如何通
过 mtd/OXR1 维持逆转运复合
体的作用来减缓大脑衰老。当营
养获取受限时，逆转运复合体通
路在保护神经元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因为 mtd/OXR1 能保持逆
转运复合体的功能，且对于神经
元功能、大脑的正常老化以及饮
食限制下的寿命延长是必需的。

研究人员说，通过限制饮食，
细胞增强了OXR1的表达，实际
上增强了细胞中蛋白质正确分类
的机制。此外，增加果蝇的 mtd
表达可以使它们活得更长，这使
得研究人员推测，增加人类的
OXR1表达水平也可能有助于延
长寿命。

研究人员下一步将确定哪些
特定化合物在衰老过程中会增加
OXR1表达水平，以延缓大脑衰老。

（据新华社）

1 月 15 日，
在山东省青岛
市市南区湛山
街道仰口路社
区，居民展示制
作的寿桃花馍。

春节临近，
人们动起手来，
制 作 花 灯 、剪
纸、花馍等，喜
气洋洋迎新春。
新华社 发
王海滨 摄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
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当这首熟悉的歌谣响起
时，又是一年腊八至。1月18日将迎来农历腊月初
八，即腊八节，俗称“腊八”。巧合的是，这一天还是
四九第一天。

民俗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作为
腊月里第一个重要节日，腊八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
统和历史，喝上一碗用五颜六色的“腊八米”熬制的
腊八粥，就成了民间最传统的习俗之一。受佛教文
化影响，腊八粥也称“福寿粥”“福德粥”和“佛粥”，寓
意逐疫迎春、祈福增寿。

作家冰心曾在其作品《腊八粥》中写道：“这腊八
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
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
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
来十分香甜可口。”

除腊八粥外，我国不少地方还有泡腊八蒜、蘸腊
八醋、吃腊八面等食俗。

作家老舍就曾在其作品《北京的春节》中专门描
写了腊八蒜：“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
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
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
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

“由于有了作家们的文字濡染，腊八美食也刻上
了浓郁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王来华说，随着时
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今市面上早就有熬好的腊八
粥、泡好的腊八蒜和腊八醋售卖，供给那些工作忙碌
没时间熬制和泡制的人们。

翻阅日历牌，有人会发现，今年的腊八正逢四九
第一天。在王来华看来，这种巧合很正常。他表示，
不仅腊八会巧逢四九，还会巧遇五九，甚至是元旦、
小寒、大寒等时令节点，比如，2012年的腊八正逢元
旦、2015年的腊八赶上五九第一天、2017年的腊八与
小寒同日、2021年的腊八与大寒同一天。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腊八之日天气虽然寒
冷，却也意味着农历新年快到了，有俗语说“过了腊
八就是年”。腊八一过，过年的气氛一天赛过一天。
腊八到了，记得喝上一碗热乎香甜的腊八粥，体味这
碗粥里饱含着的父母关爱、乡思乡愁和欢喜的年味。

（据新华社）

“腊八”逢“四九”

万事皆“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