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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项目新赛季已经开
启，中国冰雪健儿将陆续迎来
国际赛场上的一场场“攻坚
战”。通过参加国际大赛的激
烈竞争，中国冰雪健儿进一步
检验训练效果，积累经验，查
找不足，接下来的训练备战将
更有针对性。

1515 体育体育2021年 11月 9日 星期二

11 月 5 日，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开启了为

期 40 天的外赛——参加国际滑联 4 站世界杯

赛，为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争取积分。出征前，

新任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总教练兼领队李琰表

示，队伍此行的目标是充分发挥训练积累的能

力和技术水平，“希望每一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

上竭尽全力、超越自我。”

冰雪项目新赛季已经开启，中国冰雪健儿

将陆续迎来国际赛场上的一场场“攻坚战”。这

是部分队伍争取冬奥会参赛资格的关键阶段，

也是队员们积累经验、提升状态的重要过程，各

队训练备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通过比赛提升状态

北京时间 11 月 7 日，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

奖赛意大利站结束。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在

大奖赛首站温哥华站夺冠后，再次夺得冠军，他

们在短节目创下了赛季最好成绩，总成绩获得

224.55 分，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

本赛季，他们的自由滑选用了《忧愁河上

的金桥》，这是两人在 2016—2017 赛季曾经选

用的曲目。当时的隋文静刚刚走出伤病的困

扰，重回冰场，这套自由滑的编排融入了两人

互相支持、共渡难关的故事，也成就了两人的

第一个世锦赛冠军。隋文静说，这些年来，他

们对这支曲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现在，我们

的训练参赛要克服很多困难，整个团队给了我

们很大的帮助，希望我们可以更团结，一起战

胜困难。”

阔别国际赛场 1 年多的短道速滑国家集训

队目前仍在通过参赛努力提升状态。在已经结

束的世界杯北京站和日本站比赛中，中国队的

发挥可圈可点。北京站比赛，主场作战的中国

队在混合 2000 米接力和女子 3000 米接力项目

中获得金牌，以 2 金 1 铜的成绩完成了回归国际

赛场的首秀。转战日本站，中国队的奖牌总数

有所增加，获得了 1 金 3 银 2 铜，队员们在个人项

目上的状态也有所回升，任子威在男子 1000 米

项目中夺冠，此外，队伍在女子 500 米、男子 1500
米及接力项目上也均有很好的表现。

雪 上 项 目 的 训 练 备 战 也 不 断 有 好 消 息 传

来：日前，正在奥地利训练的 17 岁单板滑雪小将

苏翊鸣成功解锁“内转转体 1980 度”的超高难度

动作，成为世界上首位完成该动作的运动员，另

一名单板滑雪运动员杨文龙则完成了“内转空

翻 1980 度”。经过几个雪季科学、刻苦的训练，

队员们不断积累超越自我的“底气”，打磨雪上

“飞驰”的感觉，不断冲击高难度，他们正向着北

京冬奥会的赛场全力冲刺。

查找不足狠抓细节

再次与世界强手站到同一“起跑线”，短道

速 滑 国 家 集 训 队 通 过 两 站 世 界 杯 比 赛 的 磨

砺 ，收 获 良 多 。 通 过 参 加 国 际 大 赛 的 激 烈 竞

争，队伍展现了一段时间以来的训练效果，也

找 到 了 不 足 之 处 ，接 下 来 的 训 练 备 战 将 更 有

针对性。

本赛季的世界杯赛是北京冬奥会前练兵的

宝贵机会，各队都派出了较强的参赛阵容，在两

站比赛中，除了传统强队韩国队表现出色外，加

拿大队、荷兰队、匈牙利队、俄罗斯队等强队也

显示出不俗的实力。中国队在更加了解对手的

同时，队员们也在努力找回大赛感觉，“我们的

目标是要备战好北京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运

动员武大靖说。

作为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的领军人物，武

大靖在前两站比赛中的发挥不算理想。在北京

站，他在男子 500 米 1/4 决赛、半决赛两轮比赛

中均一路领先，凭借明显的优势晋级，却因在决

赛中犯规而痛失夺金机会。来到日本站，武大

靖只报名参加了男子 500 米一项比赛，却最终止

步于 1/4 决赛。赛后，他表示自己的心态还是有

些着急，“之后的比赛还是要稳住心态，一轮一

轮滑，争取尽快找回比赛状态。”

在日本站获得女子 500 米银牌后，中国短道

速滑运动员范可新坦言，相比首站比赛“状态

紧”，自己在日本站已逐渐找回了感觉。“本次比

赛中能够放开拼，是获得奖牌的重要原因。”她

说，“我们在场上会继续保持这股冲劲儿，请大

家相信我们。”

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训练二

部部长李扬看来，近一个月来队员们在单板滑

雪等项目中的突破令人振奋，背后则是运动员

训练、保障等各方面科学性和针对性的增强，

“我们根据每一名重点运动员的情况制订了不

同的训练和保障方案，这也是近段时间运动员

能够迅速提升状态的原因之一。”

科学训练全力冲刺

11 月 4 日，大雨使得正在奥地利备战的名

将谷爱凌无法前往山上的场地进行训练，但她

依旧在气垫上认真地完成自己的训练计划。“谷

爱凌近来的状态不错，刚刚在 U 型场地中完成

了 1080 度的难度动作，坡面障碍和大跳台项目

的感觉也不错，训练的热情和积极性都很高。”

李扬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中国冰雪健

儿都在通过刻苦训练不断调整状态，提升竞技

水平，力争在冬奥会赛场创造佳绩。

雪车国家集训队队员邵奕俊表示，备战已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要将多年的付出和努力转

化为赛场上的佳绩。“我们要时刻胸怀远大理

想，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超

越自我，挑战运动极限，在冬奥会上比出自己最

好的水平。”邵奕俊说。

隋文静表示，冬奥会备战的最后阶段要更

加 专 注 ，科 学 训 练 ，合 理 规 划 ，保 证 自 己 的 状

态。她说：“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很多冰

迷对我们非常关注，我们很感动，非常感谢大家

的支持，希望更多人关注花样滑冰，关注北京冬

奥会。”

单板滑雪名将刘佳宇说：“我要珍惜每一次

的训练机会，精心打磨细节，努力保持良好状

态，争取在冬奥会赛场创造佳绩，为国争光！”

中国冰雪运动员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效果

吹响冬奥备战冲刺的号角
本报记者 季 芳 刘硕阳

以举办运动会为契
机，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体
育带来的乐趣，已经成为
运动会肩负的新使命

10 月，山西省晋城市的运动氛围

格外浓厚。第七届市运会采取市县两

级全域办赛模式，把运动会开到群众

身边，引导更多城乡居民参与体育活

动，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

以举办运动会为契机，让更多群

众享受到体育带来的乐趣，已经成为

运动会肩负的新使命。第十四届全运

会以“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为主题，如

火如荼的群众赛事活动与紧张刺激的

竞技比赛同样引人入胜。引入新的展

演项目、集体项目采取县以下单位组

队等新举措，让更多群众感受到全运

会的独特氛围。

随着群众健身热情高涨，各地举

办运动会纷纷敞开大门，创新办赛模

式，不仅让赛会成为运动员竞技的平台，更形

成辐射效应，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抓手。

办群众身边的运动会，要结合各地区的优

势。晋城市运会打破了以往常规市级单方面

办赛模式，下沉到县级，将 19 个比赛项目进行

精心分配，助力县（市、区）积累办赛

经验、提升办赛能力。

办群众身边的运动会，要设置群

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泽州县承

办跳绳、门球比赛；高平市承办交谊

舞、象棋比赛；阳城县承办武术、广场

舞、气排球、台球比赛……群众观赛

之余受到感染，进而走进家门口的运

动 场 ，推 动 了 全 市 体 育 场 馆 向 社 会

开放。

办群众身边的运动会，要营造文

化、塑造品牌。在开幕式上，晋城各

县（市、区）通过文体节目展示各自地

域特色品牌、文化旅游标识，多角度

全方位展示晋城旅游主题形象和城

市发展风貌。“体育+旅游”深度融合，

打造了富有特色的体育文化，让体育

竞 赛 和 全 民 健 身 与 城 市 发 展 同 频

共振。

办一次运动会，带动起一个区域

的健身热潮。要让这股热潮长久延

续，就要想方设法使配套的公共体育

设施和服务成为源源活水。晋城市

实现了“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全

覆盖，20 个公共体育场所免费或低收

费对外开放，截至 2020 年年底，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 2.3 平方米。身边的运动会引发关

注，而身边的体育场地和贴心服务，才能让群

众 切 实 享 受 到 体 育 运 动 带 来 的 获 得 感 和 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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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冬奥R

本报北京 11月 8日电 （记者刘阳）10 月 25
日开播上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

频道（CCTV—16）及其数字平台，已实现 31 个

省份覆盖。

据统计，奥林匹克频道单日观众规模从开播

上线首日（10 月 25 日）的 262 万人，迅速提升至

1106 万人（11 月 6 日）。截至 11 月 7 日，频道累计

观众规模超 5643 万人。31 个省份 IPTV 平台均

已上线奥林匹克频道，覆盖用户近 3 亿户。观众

可通过当地电信、联通和移动的 IPTV 高清或 4K
机顶盒进行观看。28 个省份广电网络公司上线

奥林匹克高清频道，覆盖用户超 1.16 亿户。此

外，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浙江、安徽、

福建、山东、湖南、广东、重庆、四川、新疆等 14 个

省份已上线奥林匹克 4K 超高清频道，覆盖用户

超过 6100 万户。

自开播上线以来，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充

分发挥“5G+4K/8K+AI”战略技术优势，打造“核

心体育赛事+特色精品节目+社会文化活动”的

频道内容体系。《逐冰追雪》《奥林匹克人》《五环

纪事》《北京 2022》《奥秘无穷》《冬奥山水间》等

节目及《火炬诞生记》《奖牌诞生记》两部纪录片

均受好评。此外，频道还设计了《现场直播》《实

况录像》《赛事集锦》《体育直播间》《奥林匹克典

藏》等多个赛事播出栏目。据了解，专题节目《艺

术里的奥林匹克》正投入制作，并将于近期开

播。CCTV—16 还将陆续推出《奥林匹克荣光》

《奥林匹克传奇》《体育达人会》等特色栏目。

央视奥林匹克频道覆盖31个省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