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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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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2021年，东京奥
运会、成都大运会、陕
西全运会等综合性大
赛将陆续举办，中国
体育健儿积极备战、
创新求变。对于中国
体育，这是探索求新
应变发展路径的契
机，办赛精彩、参赛出
彩、发展添彩的目标
坚定不移。



■走向冬奥R

新年伊始，各项目国家队已经

开启了新征程：赛艇队在浙江千岛

湖劈波斩浪，举重队在海南五指山

训练基地苦练体能，射击队通过队

内对抗赛检验集训效果……

2020 年，中国各项目国家队积

极创新求变、应对调整，通过集中

拉练、分批次军训、线上对抗赛、体

能 大 比 武 等 形 式“ 防 疫 情 、保 备

战”，收获一批好成绩。国家体育

总局竞技体育司数据显示，中国健

儿 2020 年在 3 个项目上获得 4 项

世界冠军，创造 1 项世界纪录。

2021 年，东京奥运会、成都大

运会、陕西全运会等综合性大赛将

陆续举办。对于中国体育，这是探

索求新应变发展路径的契机，办赛

精彩、参赛出彩、发展添彩的目标

坚定不移。

奥运延期，各项
目国家队及时调整

5 项比赛超 3 项世界纪录，国

家步枪射击队在 1 月 1 日的队内考

核赛上交出了好成绩。中国射击

步手枪项目在 2019 年就已获得东

京奥运会满额参赛席位，几乎每月

一次的队内考核赛成为队员目前

保持状态、提升水平的重要手段，

多场比赛还进行网络直播，营造更

浓郁的竞争氛围。

“这次跨年对抗赛的赛程、赛

时都完全仿照东京奥运会的安排，

检验了近一个月来的冬训效果。”

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王炼说，今年

还 将 继 续 营 造 以 赛 带 练 、以 赛 促

练、赛练结合的备战氛围。

如何在封闭训练中让运动员

保持甚至提高竞技状态，是摆在所

有运动队面前的考验。国家举重

队辗转多地进行转训，用新环境刺

激运动员兴奋度，科研团队还精心

制定每天 7 点的早操内容，引入趣

味元素。

科技助力是东京奥运备战的

一大亮点。“近期我们又将一批康

复设备运到五指山，帮助运动员及

时恢复，为随后的大强度训练做好

储备。”国家举重队科医团队负责

人李清正说。

国家赛艇队的运动员和保障

人员比例如今也接近 1∶1，恶补短

板、苦练体能是这次冬训的要点。

据 领 队 徐 权 介 绍 ，经 过 测 试 和 评

估 ，队 员 目 前 的 水 平 已 超 过 2020
年年初，为 2021 年的冲刺打下了

坚实基础。

“我们针对每一名选手和每一

条赛艇在近期训练比赛中暴露的

问题，制定严格计划。”徐权说，运

动员已经从前期体能训练中尝到

甜头，“有了陆上打造的强大体能，

才能在水上将技战术淋漓尽致地

发挥出来。”

大赛扎堆，运动
员提升“续航”能力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运动员

原 有 的 备 战 周 期 和 节 奏 需 要 调

整。2021 年，面对奥运会、大运会、

全运会等多项赛事密集举行，如何

提升运动员“续航”能力，无疑是摆

在队伍面前的重大课题。

大 赛 扎 堆 ，需 要 将 备 战 眼 光

放 得 更 远 ，在 人 才 储 备 、科 学 训

练、资源调配等方面统筹规划、协

同作战。

“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加强体

能、心理等层面的保障。”中国击剑

协会奥运备战部部长邵静说，国家

击剑队目前正在海南琼海进行冬

训，提升体能和补上技战术短板是

本次训练的重点，要为 2021 年的

最后一站奥运资格赛做足准备。

2020 年，国家柔道队发起由国

家队带动地方队的大集训，按照排

名计算积分，有潜力的地方队年轻

选手可以进入国家队集训。“大集

训是以东京奥运会备战训练为重

点，同时统筹兼顾杭州亚运会、巴

黎奥运会人才梯队建设。”中国柔

道队副总教练傅国义介绍，2020 年

共进行了 4 次大集训，以国家柔道

队为主，也充分调动了各省区市队

的积极性。

大赛接踵而至，人才储备布局

越早对备战越有利，在人才选拔过

程中，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成为不少

项目的“先手棋”。目前，中国马术

队 已 经 有 4 人 6 马 达 到 奥 运 达 标

线。马术运动取得突破，离不开社

会力量的推动。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 2000 多

家马术俱乐部，有能力参加国内国

际赛事的俱乐部达到 300 余家，国

家马术集训队队员大多来自俱乐

部。“马术运动投入高、专业性强，

社会俱乐部力量的投入，为这项运

动带来更多生命力。”中国马术协

会媒体信息部部长马佳玥说。

办好比赛，为城
市注入更多活力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

体育改革也在向纵深推进。办好

比 赛 ，不 仅 要 在 竞 技 层 面 实 现 突

破，也要让体育更亲民、更便利、更

普及，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8 月，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将在成都举办，中国大

学生体育代表团预计参与全部 18

个项目比赛。2020 年 9 月至 11 月，

负责组团工作的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陆续组织专家组进行组队方

案专题论证研讨会，根据项目在各

高校开展情况，确定田径、游泳等

10 个项目在 2021 年 3 月至 6 月开展

全国选拔赛。

以筹办大运会为契机，体育也

在改变成都的城市风貌和居民的

生活方式。一条条健身绿道密织

成网，跑步、骑行或是轮滑、羽毛

球，“15 分钟健身圈”正在成都人

的家门口形成。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运 动 会 将 于 9
月在陕西的 13 个市区举办，这是

全运会首次走进中西部地区，也是

首 次 实 现 多 城 市 布 局 场 馆 和 比

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各

地新建改建场馆，不仅极大改善各

地体育场地设施条件，还有望为陕

西吸引到更多国内外体育赛事落

地，促进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充分

体现‘办一次会、兴一座城’的办赛

理念。”

随着全运会进入“陕西时间”，

体育也让三秦大地焕发活力。第

十四届全运会选取群众基础广、参

与程度高的项目作为群众竞赛项

目，让更多人有机会登上全运会的

舞台。据陕西省体育局数据，陕西

已经开展“我要上全运”系列赛事

活动 2000 余场次，全省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3%。

当体育的魅力超出赛场，就能

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大赛备战 积极创新应变
—2021年，看体坛新局（中）

本报记者 李 硕 孙龙飞 王 亮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7 条雪道犹

如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雪车雪橇

中心宛若一条巨龙静卧山间，延庆

冬奥村的中式庭院掩映在山林之

中，山地新闻中心依山而居……北

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四大场馆日前

全面完工亮相。据北京市重大项

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德

泉介绍，从 2017 年 3 月到 2020 年 12
月，先后有数万名建设者投入延庆

赛区建设，将蓝图变成现实。

攻坚克难释放
热量激情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比赛专用

雪道垂直落差约 900 多米，最大坡

度接近 70%，山地作业条件复杂，

雪道建设经验欠缺……一年四季，

山顶的建设者棉衣从未离身。盛

夏时节，是现场最“温和”的时候，

即便白天阳光晒得人脸发烫，但晚

上山风仍能把人冻得发抖。

“每个人就像一个火炉上的水

壶，一直处于沸腾的状态，不断释

放着最大的热量和激情。”来自北

京城建的项目经理张洁感慨。目

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7 条赛道及

附属设施已通过国际雪联的场地

考察认证，已具备办赛条件。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是中国

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最高设计时

速约 135 公里，施工难度很大、施工

工艺很复杂。”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夏 魏 说 ，中 心 于

2020 年 9 月完成制冰工作，成功通

过国际雪车雪橇联合会场地认证。

自主创新凝结
智慧汗水

纵观整个赛区，无论是从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遮阳系统，还

是为消防作保障的太阳能、风能加

热储水罐，处处凝结着建设者的智

慧与汗水。

在高山滑雪项目建设中，为克

服山体海拔高、地形起伏大、滑雪

赛道落差大难题，项目团队借助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和无人机三维测

绘扫描技术，在电脑里模拟出一整座

小海陀山，又利用航测无人机对地

形地貌进行精准测量校对，比传统

的方格网测绘提高了数十倍工效。

雪车雪橇项目赛道的建设者

走 出 一 条 自 主 创 新 之 路 ：为 建 设

空 间 三 维 扭 曲 、能 够 承 受 反 复 制

冷、融化的混凝土赛道，研发全新

的 混 凝 土 材 料 ；为 确 保 赛 道 混 凝

土 以 毫 米 级 精 度 精 准 浇 筑 ，项 目

招 募 20 名 国 内 人 工 喷 射 手 ，确 保

一 次 性 浇 筑 成 功 。 目 前 ，工 程 申

请专利 133 件，受理、授权 105 件。

“绿色办奥”理
念贯穿始终

延庆冬奥村的 6 个“居住组团”

和 1 个“公共组团”散落在山林间，

总建筑面积约 11.8 万平方米。“我

们在凸显冬奥村‘山林场馆，生态

冬奥’设计特色中把‘绿色办奥’理

念贯穿工程建设始终。”北京住总

延庆冬奥村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刘

云龙说。

据北京国家高山滑雪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世革介绍，延庆冬奥村

采用了低层、高密度的“山村”式建

筑布局，半开放式的建筑庭院依山

而 建 ，既 展 现 出 四 合 院 的 文 化 特

色，又不破山型、不夺山景。比邻

而居的山地新闻中心建筑风格与

冬 奥 村 相 融 合 ，共 同 体 现 山 林

之美。

为保护赛区自然资源，减轻施

工带来的生态干扰，建设者始终将

生态修复作为重要工作内容。“我

们对冬奥村建筑施工表面的原生

土全部收集，建设完工后全部原土

覆盖，所有珍贵树木均进行了原地

和迁地保护。”刘云龙介绍。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斗，一

个生机勃勃的延庆赛区蓄势待发。

数万建设者奋斗千余日夜，延庆赛区四大场馆日前完工

筹办印记 闪耀小海陀山
本报记者 贺 勇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

不到 400 天的时间，筹办工作

已进入全力冲刺、全面就绪的

关键时期。所有竞赛场馆建设

高质量如期完成，为冬奥会举

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图标发布，

为奥林匹克运动又一次贡献了

“中国文化符号”；所有竞赛场

馆 运 行 团 队 实 现 场 馆 一 线 办

公，标志着冬奥筹办开始向赛

时机制过渡……

冬奥筹办犹如一幅徐徐展

开的壮阔画卷，万千气象汇聚为

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回望 5 年多的筹办历程，

以“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

办奥理念为引领，冬奥筹办走

出了一条高起点、高标准、可持

续的不凡之路。工程建设完成

了多项科技攻关，填补了国内

空白；筹办工作带动京津冀区

域协同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

民；在两地三赛区，冬奥筹办与本地发展两份答卷同步书

写、同样精彩……

以冬奥筹办为契机，中国冰雪运动正在实现跨越式

发展。通过创新机制，向改革要动力，以科技为支撑，中

国冰雪运动形成了竞技备战的新格局。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推动着冰雪运

动打破局限，进一步“南展西扩东进”。全国大众冰雪季

将冰雪赛事活动送到了人们身边，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

区让体育热情点燃冬日，冰雪运动日益融入生活，成为体

育产业新亮点，打开了全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呼应着高质量发展时代命题。从共享冬奥机遇、共谋区

域发展，到增强人民体质、让人民生活实实在在受益，同

步带动体育产业提升、冰雪文化培育、体育对外交往，体

育的多元价值映射在冬奥筹办的进程中，为体育强国建

设增添了强劲动力。

行百里者半九十，梦想惟有用不懈的奋斗去实现。

望向 2022 年，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必

将为奥林匹克运动画下一抹动人的“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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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享冬奥机
遇、共谋区域发展，
到增强人民体质、
让人民生活实实在
在受益，同步带动
体育产业提升、冰
雪文化培育、体育
对外交往，体育的
多元价值映射在冬
奥筹办的进程中

本报北京 1月 6日电 （记者潘俊强）6 日，记者从北京市

石景山区获悉：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石景山区积极创建“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区，2020 年全区举办冬奥主题

活动 100 余场，有力营造市民参与冬奥的氛围，带动群众参与

冰雪运动。

据介绍，北京市石景山区是北京冬奥组委、冬奥会滑雪大跳

台比赛场地、国家冬训中心的承载区。近年来，全区以服务保障

冬奥为牵引，围绕“服务冬奥、借势冬奥、参与冬奥”的工作目标，大

力推广冰雪运动，引入社会力量，完善冰雪场地设施供给。全区

目前形成“十冰六雪”的场地设施格局，首钢“四块冰”、滑雪大跳

台、老山 5公里旱雪道投入使用，保障国家队备战和高水平赛事。

北京市石景山区推广冰雪运动

2020年举办冬奥主题活动百余场

据新华社青岛 1 月 6 日电 （记者张旭东）记者从 6 日举

行的青岛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青岛市过去 5 年投入约

3亿元，着力解决市民健身问题。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健身设施

1 万余处，基本建成城区“8 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农村健身设

施全覆盖。

青岛市体育局副局长矫曙光介绍，2015 年以来，青岛市

将以笼式足球场为主的多功能运动场地建设列为“市办实

事”，5 年来共建成 686 处以笼式足球场为主的多功能运动场

地。截至目前，青岛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29 平方米，青岛

市每年举办市级大型全民健身活动 90 余项，区级全民健身活

动 300 余项，直接参与群众近 2000 万人次。

青岛市着力解决市民健身问题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29平方米

1 月 5 日 ，哈 尔

滨 的 伞 翼 滑 雪 爱 好

者 来 到 松 花 江 上 滑

雪锻炼。

伞翼滑雪是一项

新兴雪上体育运动项

目，借助伞翼进行滑

雪，极具观赏性和娱

乐性。在皑皑白雪的

映衬下，天空中展开

彩色伞翼，爱好者脚

踏滑雪板在雪地上驰

骋，呈现一幅美丽风

景画。

刘 洋摄

（人民视觉）

江
上
彩
翼
飞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6日电 据中国国家射箭队消息：东京

奥运会最终阶段集训选拔赛 6 日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结束，经

过 3 场比赛角逐，男子团体世界冠军成员魏绍轩以男子总积

分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最终阶段的集训名单，吴佳欣领衔女子

名单。

据了解，本次选拔赛有 16 名国家队一线队队员和 4 名从

全国海选中脱颖而出的运动员参加，男、女总积分排名前八的

运动员进入最终阶段集训。国家队最后一轮选拔将在 3 月进

行，届时将选出男、女各 3 名队员参加东京奥运会。

国家射箭队东京奥运会最终阶段集训名单为（按积分排

名）：魏绍轩、戴小祥、林良文、王岩、王大鹏、李佳伦、任进科、

赵雪寅；吴佳欣、安琦轩、张心妍、杨晓蕾、龙晓清、张梦瑶、郑

怡钗、兰璐。

中国国家射箭队16人集训名单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