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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今年春节期间，
很多人积极参与健身
活动。线上线下，各
种活动花样翻新，人
们在运动中感受着体
育的乐趣。体育不仅
丰富了人们的假期生
活，也给春节这一传
统节日增添了特殊的

“年味”。

大年初三，上海普陀体育馆的

羽毛球场地上，一场家庭比赛热闹

开场。黄颖芳一家四口分成两队，

母女一边、父子一组，隔网相对，打

得难解难分。几个回合下来，平日

里就有些功底的两位小朋友成为

场上的主角。黄颖芳表示，带孩子

运动是过年期间的“必修课”。

在今年春节假期里，像黄颖芳

一家积极参与健身活动的不在少

数。不少城市的体育场馆在春节

期间持续开放，为人们运动健身提

供了更多选择；花样频出的各种体

感运动游戏、“云健身”等活动，则

让大家足不出户也能挥汗如雨；而

各 地 适 时 发 放 的 各 类 体 育“ 消 费

券 ”，也 让 更 多 的 人 走 进 运 动 场

馆。春节期间，体育不仅丰富了人

们的假期生活，也给春节这一传统

节日增添了特殊的“年味”。

体育场馆持续开放

大年初二，浙江杭州的吕才琴

女士一早便与住在同一小区的朋友

会合，步行前往附近的森林公园。

公园的登山步道宽阔平整，山体不

算太高，吕才琴和朋友们便将这里

当作健身活动的“大本营”，“现在爬

到山顶不费力”。即便是过年，大伙

儿的健身意识依然很强。年过半百

的吕才琴表示，“相约健身”早已成

为节假日广受欢迎的活动。

同 样 是 大 年 初 二 ，200 余 名 冬

泳爱好者齐聚重庆嘉陵江畔，成为

首届嘉陵江冬泳邀请赛的参赛运

动员。冬泳爱好者李世忠表示，冬

泳 不 仅 能 锻 炼 身 体 ，更 能 磨 练 意

志，在春节假期参加这场比赛感觉

更有意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假期

走出家门，从体育运动的“旁观者”

转变为“参与者”。春节期间，北京

便有 40 家公共体育场馆向市民开

放，其中地坛体育中心、东单体育中

心及天坛体育活动中心等场馆均设

有免费或优惠时段。上海的市民体

育公园、江湾体育中心、东方体育中

心等运动场所同样设有充足的开放

时段。体育场馆假期开放的背后，

是百姓愈发高涨的健身热情以及逐

渐养成的运动习惯。

居家健身花样更多

家住北京的李天乐夫妻，用各

类体感健身游戏来招待来家中做客

的亲友。据李天乐介绍，这种健身

游戏的优势在于趣味性强、成本低，

“通过感应各种健身动作，玩家即可

在游戏中闯关，朋友间还能互相比

拼，健身环、瑜伽垫以及各种游戏软

硬件设备，也可以长期重复使用，性

价比高。”

春节期间，不少人选择居家健

身。花样翻新的“云健身”活动、丰

富有趣的体感运动游戏，使得居家

健身更受欢迎。除夕当天，由国家

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主办的 2021
年“新春网络健身大联欢”活动，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网友参与，跆拳道

奥运冠军吴静钰、自由式滑雪世锦

赛冠军李妮娜等体育明星也前来助

阵。社交媒体上，众多健身爱好者

也分享着春节期间自己的健身“秘

籍”，互相“取经”。

正值寒假，不少学校也为学生

布置了丰富的体育作业。每天仰卧

起坐 40 个、跳绳 150 个……在微信

群中上传视频即可完成“打卡”。山

东省日照市体育局还在官方微信公

众平台推出系列视频，邀请健身专

家，介绍居家亲子健身妙招，项目丰

富，内容有趣，广受欢迎。

“过个健康年”逐渐成为共识。

除了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健身活动

不可缺少，居家“云健身”帮助扩大

群众健身活动的覆盖面，为这个春

节注入了更多的体育“风味”。

体育年货逐步走俏

2 月 16 日，上海虹口足球场在

春节期间首次开放，近百名足球爱

好者和家人来到这里欢度春节。能

够在自己支持的球队主场踢球，大

家都觉得很开心。

置办体育“年货”成为春节期间

的新时尚。除了付费订场之外，种

类繁多的健身器材也成为购物车里

的“主打”。数据显示，“2021 全国

网上年货节”开启前 10 天，跳绳、拉

力器、哑铃等居家便携健身器材销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51.1% 、91.9%
和 78.9%。

春节前夕，山东省体育局与山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2021
年春节黄金周山东体育旅游精品线

路”。线路共 13 条，每条线路特色

鲜明，路径清晰，既有丰富的体育元

素，又紧密结合各地的文化特色，为

当地市民感受地域体育文化提供了

一份全面攻略。

春节期间，冰雪运动尤其受到

欢迎。据北京国贸溜冰场教练主管

肖雨红介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国贸溜冰场春节期间坚持为

广大溜冰爱好者提供服务，顾客络

绎不绝，其中以青少年居多。肖雨

红表示，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冰

雪运动的氛围越发火热，“我们的教

练员也更加‘抢手’。”

耿文强、郭艾伦、韩德君等运动

员登上电视台春节晚会，让春节中

的体育元素更充足，体育逐渐演变

为春节期间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参

与各式各样的健身活动，感受运动

带来的种种乐趣。

一起来运动 共享健康年
—聚焦春节期间的健身生活（上）

本报记者 王 亮 刘硕阳

满足好、服务好
人们的假期健身需
求，全民健身会释放
更多活力

今年的春节假期，你是怎么

过的？

或组团爬山登高祈福，或相

约球场一较高下，或在冰雪天地

里体验“飞”一般的感觉……近

些年，健身逐渐成为人们享受假

期的新时尚。今年春节不少人

选择就地过年，为了让人们有家

的感觉、过个健康年，多地体育

公园、运动场馆假期“不打烊”，

优惠或免费开放。

时间有了，场地有了，人们

参 加 体 育 活 动 的 劲 头 更 足 了 。

上午还不到 10 点，南京奥体羽毛

球馆的场地就满了。球场里热

火朝天，父子上阵挑战刚认识的

球 友 ，许 久 未 见 的 好 友 切 磋 球

技。据悉，南京奥体羽毛球馆共

有 40 多块场地，春节期间天天订

满，有球迷感慨“一场难求”。大

年初一，浙江宁波下起了小雨，

在宁波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乒

乒乓乓”的扣球声、球鞋与地板

的摩擦声和人们的欢笑声交织

在一起，火热的运动景象为春节

增添了特别的运动气息。

健身过年成时尚，折射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

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运动需

求？在各地推出的健康过大年、体育嘉年华等一系

列活动中，除了场馆开放、运动培训等线下福利，还

有全民运动会、亲子挑战赛等线上惊喜。

春节假期，43 岁的陆斌参加了合肥全民健身线

上运动会，能与全国的健身爱好者交流，虽不相聚但

十分过瘾。宁夏的马舒欣一家对今年的春节格外期

待。去年，一家人参加线上体育赛事得了好几个奖，

今年春节他们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盼望能在线

上亲子挑战赛上再夺佳绩。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宁

夏举办线上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54 项次，参与人数 10
万人次以上。

从吃饱穿暖，到吃好喝好，再到积极参与体育活

动，人们过春节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如

今，用运动健身为春节“加料”，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选择。因应时代发展，满足好、服务好人们的假期健

身需求，全民健身会释放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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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镇傍水崖景区内，游客在体验雪圈项目。

春节假期，秦皇岛市老君顶、傍水崖等景区纷纷开展冰雪体验活动，让游客在冰雪运动中享受快乐的休闲时光。

曹建雄摄（影像中国）
新春雪趣

“要学习冰球，首先得‘耐摔’。

跌倒了怕什么？再来！”一个周六的

上午，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正为

一场青少年冰球训练赛提供指导。

在陈露眼中，这群 10 岁左右的孩子

或许技战术还稍显稚嫩，但对冰球

运动的热爱与渴望都写在了脸上。

运 动 员 时 期 ，陈 露 曾 在 1994
年、1995 年分别为中国夺得首枚花

样滑冰奥运奖牌和世锦赛金牌。退

役后，陈露在多地开办冰场和滑冰

俱乐部，用专业的理念和教学方法，

把一拨又一拨孩子领进冰雪世界的

大门。

助力孩子全面成长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花样滑冰

的整体水平还不高，陈露代表国家

队 出 征 国 际 赛 场 常 常 是“ 单 打 独

斗”。当时她就希望，自己的队友越

来越多，练滑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退役后的陈露在北京、深圳等

多地开办了专业冰场。令她难忘的

是，第一家冰场在深圳开业时，许多

人连穿冰鞋都不会，“摸着冰面能激

动半天”。这让她坚定信念，要借助

专业的理念和教学，开拓国内冰雪

培训市场。

如今，陈露（北京）国际冰上中

心每周能吸引 200 多名学员前来学

习，花样滑冰和冰球两个项目教练

团队以来自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

资深教练为主。“我们的训练注重学

员在初学阶段打好身体基础，随着

年 龄 增 长 ，不 断 磨 练 技 术 ，循 序 渐

进。”冰上中心经理杨一玮表示，在

这一训练体系下，学员成长很快。

“比起把他们训练成优秀的运

动员，我更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为全面

发展的人。”陈露用这样的理念启蒙

初学者，不仅教会技能，更让孩子们

通过上冰感受体育的魅力，在运动中

培养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意志。

参与冰雪运动推广

作为北京市中小学生冰雪运动

普及推广活动形象大使，陈露这些

年 多 了 与 学 生 接 触 的 机 会 。“ 刚 开

始，孩子们连夏奥会和冬奥会都分

不清楚，我们就从冬奥常识开始讲

解，现在大家不仅能区分不同的冬

奥项目，参与冰雪运动的孩子和家

庭也越来越多。”

家住北京海淀区的李女士，每

周都驱车往返 60 公里，把两个儿子

送到陈露国际冰上中心学冰球。孩

子在练习冰球过程中的成长也显而

易见：体格强健了，意志坚定了，懂

得了团队精神也收获了友情。李女

士认为，体育也是促进孩子全面成

长的重要教育手段。

李 女 士 10 岁 的 大 儿 子 学 打 冰

球近 5 年，但这在她的“朋友圈”里

依然不算资深。“有朋友的孩子从 3
岁就开始接触冰雪运动，全家周末

一起去滑雪的也不在少数。北京联

合 张 家 口 成 功 申 办 2022 年 冬 奥 会

后，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被点

燃了。”

积极传播冰雪文化

学滑冰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比

赛的意义只在于拿冠军吗？陈露有

着 不 同 的 理 解 。 在 1998 年 日 本 长

野冬奥会上，陈露用一枚铜牌宣告

了自己的回归。从此前一个赛季的

低迷状态走出，她更加明白坚持的

意义，珍视逆境中希望的力量，也让

她意识到，努力的过程亦是人生价

值的一种体现。

陈露希望能用不同的视角去呈

现 和 传 播 体 育 精 神 更 深 层 次 的 内

涵。今年 1 月，她参与了一项微电影

计划，执导拍摄了一群冰球少年的

故事。这个微电影计划，主要是邀请

各领域有故事的人来做导演，全程使

用 三 星 Galaxy S21 系列 5G 手机进

行 拍 摄 ，讲 述 有 态 度 、有 深 度 的 故

事。陈露执导的微电影，正是其中引

人注目的一部，满满的正能量和浓浓

的冬奥情结，收获了众多点赞。电影

中，孩子们懵懂的眼神被教练点亮，

他们在“碰撞”中成长，在攻防之间找

寻获胜的秘诀。

首次跨界尝试导演角色，陈露

把自己当做一个记录者。她将这些

年的所见、所思融进微电影中，通过

S21 手机的导演视角、超级防抖、AI
一键多拍等功能，更丰富细腻地讲

述冰球故事，在这个追求多元的时

代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展现冰雪运动

之美。

“推广冰雪运动，一个人的努力

远远不够。”陈露说，“社会力量的支

持，让更多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

学习冰雪知识，体验冰雪运动。”

2020 年，为向全国青少年推广

冰雪运动，传递奥林匹克精神，中国

三星先后在上海、哈尔滨和北京开

展“三星冰雪教室”活动，为 2022 名

青 少 年 免 费 提 供 冰 雪 运 动 普 及 培

训，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助力添彩。在参加了“冰雪

教室”哈尔滨站活动后，陈露有了很

大的触动：“这群冰球少年虽稚嫩，

但他们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让我

看到了希望，不仅是中国冰雪运动

的希望，更是这个时代的希望。”

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

在孩子心中播下冰雪运动的种子
本报记者 孙龙飞

本报北京 2 月 17 日电 （记者郑轶）2021 年深圳迎

新贺岁杯国际象棋新老明星双人赛近日在深圳龙岗区国

际象棋训练基地落幕。本次对抗赛共进行 4 轮，前两轮

双方均战成和棋，后两轮居文君与刘适兰发力连赢两盘，

最终以 3∶1 的总比分获胜，侯逸凡与安艳凤组合获得

亚军。

据了解，深圳龙岗区国际象棋训练基地是我国首个

多方共建的国际象棋国家队训练基地，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正式揭牌。

国际象棋新老明星双人赛落幕

本报北京 2 月 17 日电 （记者郑轶）“一带一路”中

国—中东欧 2021 年中国·沈阳青少年国际象棋团体赛日

前在线上结束，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发挥出色，包揽团体

冠、亚军，波兰队获得第三名。

本次比赛的参赛队伍共来自 12 个国家，每队有 2 名

男棋手和 1 名女棋手出战，根据台次分成 3 个组别进行个

人赛，3 人名次相加来确定团体成绩。中国队此次共派

出 3 支队伍，最终，张帝、肖同和王悦涵组成的中国一队

夺得冠军。

中国—中东欧青少年国象团体赛结束

中国一二队包揽冠亚军

据新华社墨尔本 2 月 17 日电 （记者郝亚琳、岳东

兴）17 日的澳网女单 1/4 决赛赛场，头号种子、澳大利亚

选手巴蒂 1∶2 负于捷克选手穆霍娃出局。

今年澳网是巴蒂最好的机会，打到 1/4 决赛时，她所

在半区的其他 3 名选手无论是排名还是大满贯经验都不

及她，澳媒也对她报以极高期望。

首盘巴蒂赢得很轻松，仅用 24 分钟就以 6∶1 结束战

斗。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第二盘，当时仍处于下风的穆

霍娃叫了医疗暂停短暂休整了一下。重返赛场的穆霍娃

状态神勇，首盘巴蒂非受迫性失误只有 6 次，而穆霍娃有

13 次，第二盘巴蒂的非受迫性失误增加至 19 次，而穆霍

娃却减少至 9 次。穆霍娃以 6∶3 赢下第二盘。

决胜盘已经没有悬念，穆霍娃首局就破发，还拿下了

关键的第七局，以 5∶2 领先。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穆霍

娃没有浪费机会，抓住赛点以 6∶2 赢下比赛。

“第一盘我觉得有点蒙，头也很晕，后来休息了一下，

他们检查了我的血压，给我降了降温，感觉好多了。”穆霍

娃说。

穆霍娃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另一场女单 1/4 决赛的

赢家——美国选手布雷迪。这位 22 号种子以 4∶6、6∶2、

6∶1 淘汰了同胞、非种子选手皮古拉，晋级四强。

澳网女单

捷克选手穆霍娃晋级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