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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日前，第七届全国
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
在吉林长春举行，在冰
雪运动发展的传统地
区带起新风潮，挖掘新
动 力 ，助 力 冰 雪 运 动

“南展西扩东进”。本
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积
极探索新形式、新创意
及新技术应用，举办多
样化的赛事活动，打造
创新性的服务机制，为
人们主动参与、广泛参
与、便于参与冰雪运动
搭建平台。

■体坛观澜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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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局面前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做到趋利
避害、化危为机，这
不仅关系到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东京奥
运会上的表现，更关
乎中国体育改革如
何因应变化、统筹规
划、更上层楼

正值凛冬，中国女排已经

在北京集结，球队 2021 年的首

次集训正式开启。其实，在训

练场上挥洒汗水的不止女排姑

娘，中国体育健儿备战东京奥

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节奏，没

有片刻放松。

东京奥运会因疫情延期，

在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是第一

次，给世界体坛带来前所未有

的冲击，也给中国体育健儿的

奥运备战带来一系列挑战，对

下一个奥运周期乃至更长远的

体坛发展也会产生连锁影响。

在变局面前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做到趋利避害、

化危为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

现，更关乎中国体育改革如何因

应变化、统筹规划、更上层楼。

东 京 奥 运 会 设 置 33 个 大

项 339 个 小 项 。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下 旬 ，中 国 队 选 手 在 射

箭、自行车、跳水、女子排球、乒乓球等 20 个大项上获得

了 155 个小项 221 个参赛资格。为国争光是不变的使命，

需要有坚强的实力支撑。

建立健全国家队开放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巩固优

势项目，提高潜优势项目，在非优势项目上力争实现优势

小项突破；重点扶持三大球、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和冬

季项目发展……挑战中蕴含机遇，要求中国体育从思路

理念到方法实践不断更新。

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两个奥运周期出现重合，意

味着人才储备、科学训练、资源调配等方面要增强“一盘

棋”意识，提升“先手棋”的能力。多支国家队已经开始提

早布局，将更多年轻运动员纳入备战训练视野，这是“先

手棋”；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发展条件面前，如何科学研判

项目规律和趋势，将找到短处的眼光与补强短板的方法

有机统一，这也是“先手棋”。

因奥运会延期而拉长的备战过程，是对国家队备战

组织工作和运动员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一次特殊考验，

深化实战实训、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已经成为各队的

备战要求。与此同时，一些新方法和新举措，正带动训练

方法和训练理念全新升级——科学训练理念达成共识，

各项目国家队都不约而同地着重提升科学应变能力，科

医保障和心理纾解工作进一步优化，运动员的保障得以

强化和细化……这些都将成为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竞争力

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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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

贺勇）近日，北京延庆冬奥医疗保障

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将为运动员、教

练及冬奥建设者等相关工作人员提

供医疗服务。

据介绍，该冬奥医疗保障中心

位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

内，共 7 层，设置急诊科、冬奥专区

病房、手术室等，并设立了多个学科

门诊和专科病房，为冬奥会提供周

到的医疗保障服务。

在 冬 奥 医 疗 保 障 中 心 的 西 南

角，占地 210 平方米的停机坪将在

赛时用于紧急转运伤员。“救援直升

机从核心赛区到达停机坪用时不到

20 分钟。”延庆医院冬奥办公室联

络员王玮说。

目前，冬奥医疗保障中心已经

成立了由 58 名延庆医院医护骨干

和 43 名北医三院专家组成的冬奥

专区救治队，将在赛时为运动员、教

练等提供医疗保障。针对当前的训

练和造雪工作，冬奥医疗保障中心

则每天投入一组医疗力量，由 1 名

内科急诊医生、1 名外科急诊医生、

1 名护士值班，相应门诊医护人员

备班，随时保障训练和造雪工作。

与此同时，旨在提升医护人员服务

保障能力的培训也在同步推进。医

疗救治演练、医疗技术理论、外语培

训、滑雪培训都在持续进行。

冬奥医疗保障中心将把 5G 远

程医疗等新技术应用到医疗保障工

作中，救护车可实时进行心跳监护，

并实时回传到中心，为快速救治争

取时间。同时，还将配备智慧医学

影像远程平台，将危重患者病情及

时传输到北医三院、北京积水潭医

院等冬奥定点医院及专科医院，实

现专家实时会诊指导。

延庆冬奥医疗保障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日 前 ，在 吉 林 省 长 春 市 净 月

潭，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运动展演

拉开了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的

序幕。冰场上、雪道上，表演者们

尽情驰骋，尽显冰雪运动的魅力，

为这个冬天增添了热度与活力。

全国大众冰雪季的启动仪式

首次来到吉林，在冰雪运动发展的

传 统 地 区 带 起 新 风 潮 ，挖 掘 新 动

力。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期间，

各地将陆续推出 1200 余场次的群

众性冰雪赛事和体验活动，带动更

多人参与。又到一年冰雪季，乐享

冰雪运动正成为人们冬日休闲的

重要选择。

丰富赛事活动
送到群众身边

全国大众冰雪季自 2014 年举

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6 届，将形

式多样的冰雪赛事活动送到了群

众身边，推动着冰雪运动“南展西

扩东进”。

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现

场，越野滑雪、雪地足球、雪上帆船

等赛事令人耳目一新，还有群众喜

闻乐见的堆雪人、打雪仗等活动，

吸引了许多人参与。

从 2011 年起，吉林推出了“乐

动冰雪”冬季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依托冰雪资源优势，着力打造特色

冰雪运动文化。近几年，长春净月

瓦萨国际滑雪节、吉林国际冬季龙

舟赛、查干湖雪地马拉松赛等一系

列冰雪赛事已逐步叫响品牌，成为

城市发展名片。

吉林省体育局局长张瑞林表

示 ，此 次 以 全 国 大 众 冰 雪 季 为 契

机，吉林正谋划推动冰雪运动和体

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让更多

冰雪爱好者了解吉林作为冰雪项

目大省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优势，

到吉林赏冰乐雪，以进一步盘活资

源，助力冰雪运动普及推广。”

与吉林主会场遥相呼应，在河

北、北京、湖北和海南的 4 个分会

场，一场场冰雪盛典拉开大幕，为

大众搭建起参与平台。在河北承

德御道口牧场，青少年双人冰托比

赛、冰陀螺比赛依次上演，现场气

氛热烈；北京石景山体育场通过搭

建 1800 平方米标准冰场、初级雪

道 ，打 造 出 内 容 丰 富 的 冰 雪 嘉 年

华；在湖北神农架国际滑雪场，100
多名滑雪爱好者参与了滑雪达人

对抗赛的激烈角逐；在海南三亚，

40 多个家庭在启迪冰雪体育运动

中心的冰面上滑行“起舞”……从

北到南，冰雪赛事活动蓬勃开展，

正是当前大众冰雪运动发展的生

动写照。据了解，第七届全国大众

冰雪季期间，各地将因地制宜开展

相关赛事活动 1200 余场次，带动

冰雪运动在国内持续升温。

探索推广方式
普及冰雪运动

随着冰雪运动普及推广，大众

参与冰雪运动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由此被赋

予了新的内涵。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常务副主任丁东表示，第七届

全国大众冰雪季是在北京冬奥会

备战工作进入“冲刺”之年，对我国

冰雪运动发展的一次集中展示，在

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的

冰 雪 赛 事 活 动 的 同 时 ，将 通 过 示

范、引领、创新服务，积极开拓冰雪

运动普及推广新方式。

除了传统的冰雪赛事活动外，

冰雪乐园、训练营、趣味运动会等

一系列便于参与、形式灵活的活动

将成为“主打”，进一步将冰雪运动

送 到 大 众 身 边 。 从 覆 盖 面 看 ，31
个省区市的 184 个地市均会有不

同类型的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举

行，直接参与冰雪赛事活动、接受

冰雪运动知识宣传培训的规模将

达近亿人次。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如

何 激 发 大 众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的 热

情？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期间，

各项赛事活动也将积极探索新形

式、新创意及新技术应用。

2020 年 ，“ 滑 向 2022”线 上 接

力赛的推出，成功“试水”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广冰雪运动，

也为当时“宅家”的人们传递力量

和希望。这个冰雪季，“滑向 2022”

系列赛将继续举办，呈现各地的冰

雪运动热潮，带动更多人参与。此

外，全国大众冰雪季期间，各项赛

事活动也将加大对大数据分析、社

交互动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借助

科技力量，打造观赛、参与新体验，

将冰雪运动的魅力传播得更远。

创新服务机制
搭建参与平台

1 月 9 日下午，在北京世贸天

阶铺设出的一条洁白雪道上，许多

滑雪爱好者实现了越野滑雪、冬季

两项等项目的“初体验”。这场第

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市民冰雪嘉

年华，将冰雪运动带入了城市中，

带 到 了 百 姓 身 边 ，冰 雪 运 动 与 音

乐、灯光秀等时尚元素相结合，有

了更多看点。

在丁东看来，冰雪赛事活动主

办主体日益多元化，在冰雪运动推

广过程中体现出更多新意和创意，

不断丰富冰雪运动推广的形式和

方法，“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

参与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协会、

俱乐部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被

进一步激发，对持续深入推动冰雪

运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将创新

服务方式，进一步突出公益性，推动

构建大众冰雪运动的公共服务体

系。往年备受好评的全民冰雪公开

课将继续开展，让更多初学者掌握

专业冰雪知识和基本技能。此外，

本届全国大众冰雪季还将精心打造

“中国冰雪地图”，用科技的手段为

大众参与冰雪运动提供便利。作为

一款“数据化、可视化”的冰雪大数

据产品，“中国冰雪地图”实现了全

国多地冰雪运动场所、冰雪赛事活

动、冰雪运动场所补贴等信息的展

示和集纳，为人们参与冰雪运动提

供数据支持和参考。

“我们将以老百姓所愿所需为

中 心 ，通 过 举 办 多 样 化 的 赛 事 活

动，打造创新性的服务机制，为人

们主动参与、广泛参与、便于参与

冰雪运动搭建平台，让这个冬天更

加多彩，让冬奥氛围更加火热。”丁

东说。

各地将陆续推出1200余场次赛事和活动

又到一年冰雪季
本报记者 季 芳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亚足联日前在官网公布 2020 年

最佳女足球员 10 人候选名单，中

国队球员吴海燕、唐佳丽入选，最

终获奖结果将于 1 月 24 日公布。

唐佳丽在中国女足的 3 场东

京 奥 运 会 预 选 赛 中 打 进 4 粒 进

球，帮助中国队晋级下一阶段附

加赛。吴海燕作为中国女足队长

在东京奥运会预选赛中表现同样

出 色 ，还 随 武 汉 江 大 女 足 获 得

2020 年女超联赛冠军。

其余 8 名候选人包括韩国女

足球员张瑟琪、池笑然，日本女足

球员熊谷纱希、菅泽优衣香、小林

莉加子，澳大利亚女足球员卡彭

特、凯尔和福尔德。

本次评选活动将通过网络以

公开投票的方式进行，球迷通过

亚足联官网参与的投票将占 60%
的比重，专家投票占 40%，以此确

定最终排位顺序。

亚足联2020年最佳女足球员候选名单公布

吴海燕、唐佳丽入选

对于青岛实验高中北辰足球队的小球员，过去的两个

月紧张又充实，两项重要的青少年赛事几乎无缝衔接：青岛

市第三十一届“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一周三赛，首届青少

年足球联赛两天一赛。赛程安排紧密，但所有参赛队员都

毫无怨言，甚至在风雪中也依然享受足球的快乐。具有传

承的赛事和全情投入的孩子，共同让青岛成为校园足球人

才培养沃土。

“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于 2020 年 11 月开启第三十一个

赛季大幕。这项校园足球赛事一直保持青春活力并蓬勃发

展，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

2015 年，青岛入选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从

2017 年起，根据学校足球竞技水平，“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实施甲、乙、丙分级联赛和升降级制度，扩大了参赛球队规

模。4 年多来，“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共组织了 3694 场比赛，

1510 支球队的 22553 名队员参与其中。

青岛的职业足球队虽然在联赛中有所起伏，但从这座城

市走出的国脚级球员却不少，姜宁、郑龙、于大宝、李磊等都在

青岛的校园足球中留下了梦想开始的印记。

完备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让青岛的足球小将不会过早

脱离校园，“体学双优”的球员并不鲜见。中超球员于大宝就

是代表，他曾就读于人民路第一小学，不但球技出色，学习成

绩也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如今，

新一代的青岛校园足球小球员延续了传统，青岛实验高中高

三学生王韬是学校球队主力，也曾入选国家少年队，他在文化

课学习上同样出色。

培养像王韬这样的学生球员，逐渐成为青岛校园足球育

人的方向和目标，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借助校园足球这条航

道，驶向各自擅长的领域。青岛校园足球也在不断向体教融

合的更深领域进行探索，一系列保障政策的出台和先试先行

的做法，为喜欢踢球又兼顾学业的孩子提供了保障。

截至 2020 年，青岛城阳区 5 年间共有 31 人入选各级国家

队，青岛高中毕业生 3 年间获得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及以上

等级 203 人。未来，青岛还将通过弥补师资短板，同时更注重

将校园足球作为育才的“快乐通道”，让孩子们得以在球场上

收获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健康。

青岛校园足球传承创新，让

孩子兼顾爱好与学业

绿茵场上，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陈晨曦

1 月 11 日，山东荣成蜊江小学的孩子们在雪地上进行足球比赛，乐享冬日体育运动。

近日，荣成市迎来降雪天气，皑皑白雪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少雪趣。

李信君摄（影像中国）
雪地足球 别样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