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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澜
北京冬奥会准备好了④

R

■走向冬奥R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神州大

地涌动着澎湃的大众冰雪热潮：从

辽宁沈阳的中小学冰球联赛，到云

南曲靖的冰雪项目公益体验；从江

苏冰雪场迎来客流小高峰，到宁夏

六盘山上千名爱好者玩冰嬉雪……

各地群众以不同方式投身冰雪健身

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加

油鼓劲。

让 更 多 人 参 与 到 冰 雪 运 动 中

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

义。筹办冬奥会，确立“带动三亿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目 标 ，增 强 人 民 体

质，推动中国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

展。这一宏伟设想，奏响了体育强

国建设的新乐章。

短 短 几 年 间 ，冰 雪 运 动“ 南 展 西 扩 东

进”，不仅遍及大江南北，更唱响“四季歌”。

赛事活动高潮迭起，冰雪运动场所星罗棋

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大众参与热

情 越 来 越 高 。 曾 经 小 众 的 冰 雪 运

动 ，如 今 已 融 入 人 们 的 日 常 健 身

生活。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

愿景变成现实，恰是国家进步、经济

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借助筹办冬

奥会的契机，“大众上冰雪”的热情

被全面激发，更多人开始体验到冰

雪运动的乐趣。

冰 雪 运 动 蓬 勃 发 展 的 昂 扬 势

头，更深刻地诠释了“国运兴则体育

兴”的道理。把冰雪运动搞上去，强

弱项、补短板，扩大覆盖面，实现竞

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一体推进，这不

仅顺应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更为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正如第十届奥林匹克峰会公告

所言，中国提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将使得全球冬季运动的开

展迈向新高度。改变世界冰雪运动

风貌，开拓奥林匹克运动新境界，北

京冬奥会将为世界留下丰厚遗产，

获益的不只是中国。

令 人 振 奋 的 数 字 背 后 ，“ 冷 资

源”正变成“热经济”，一个全球瞩目

的冰雪体育市场逐渐拓展。冰雪运

动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其价值远

超体育范畴。

点燃冰雪运动的火炬，汇聚每个人的力

量，托举冬奥梦焕发光彩。新的号角已吹

响，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中国冰雪运动的

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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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冰雪运动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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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诠释了“国运兴则
体育兴”的道理

1 月 5 日，2021—2022 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落下帷幕。继上赛季女排超

级联赛和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决赛后，天

津队和江苏队再度在决赛中相遇。

在三场两胜制的决赛中，实力更胜一筹的天

津队没有给江苏队太多机会，以 2∶0 的总比分战胜

对手，夺得冠军，成功卫冕，第十四次登上联赛最

高领奖台。江苏队获得本

赛季女排超级联赛亚军，

金软景和拉尔森等名将加

盟的上海队位列第三，辽

宁队、山东队、福建队、广

东队、深圳队分列第四至

第八名。

本 赛 季 女 排 超 级 联

赛 ，天 津 队 阵 容 中 有 李 盈 莹 、王 媛 媛 、姚 迪 等 国

家队队员，又引进了名将袁心玥和刘晏含补强副

攻和主攻位置。加之多年来形成的后备人才 梯

队 ，天 津 队 几 乎 每 个 位 置 都 有 两 名 竞 争 上 场 的

球员。

此外，天津队还引入了强力外援巴尔加斯，其

男子化技术特点和高度、速度、力量的结合令人眼

前一亮。巴尔加斯依靠大力跳发球连续得分的场

景在比赛中经常出现，给很多球队带来挑战，也让

众多队伍在接发球环节得到锻炼。

在决赛首场比赛中，天津队主教练王宝泉派

出主攻李盈莹、刘晏含，副攻王媛媛、袁心玥，二传

姚迪，接应巴尔加斯，自由人孟子璇的首发阵容。

比赛开始后，队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李盈莹在 4 号

位进攻频频得手，袁心玥、巴尔加斯也很快在进攻

端找到了手感，将比分拉开。技术全面、配合默

契，这正是天津队本赛季取得了 17 连胜战绩的关

键所在。

第十四届全运会后，江苏队经历了比较大的

人员调整。主攻张常宁手术休养，多名队员退役

或转会，一批二队队员升上一队，全队平均年龄 20

岁左右。首发阵容中，19 岁的吴梦洁、17 岁的万梓

玥和 16 岁的杨佳都是首次参加联赛。赛前江苏队

主教练蔡斌也表示，决赛主要还是学习，希望年轻

队员能在比赛中放手一搏。

从联赛开局阶段连连失利到中局连战连捷；

从半决赛以 2∶1 战胜拥有两大外援的上海队，再到

如今取得联赛亚军，江苏队带着“打一场进一步”

的目标，打出了队伍的精

气神。

蔡斌在培养年轻队员

方面颇有心得。几场比赛

下来，教练组迅速摸清了

年轻队员的情况。除了每

日固定训练时间，教练组

还有针对性地给年轻队员

“开小灶”，让她们尽快适应比赛节奏。“现在年轻

队员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要因势利导，不能用

一个模式同一标准去要求她们。”

历时 40 多天的 2021—2022 赛季中国女排超

级联赛就此落幕，2022 年中国女排还将迎来世锦

赛、世界女排联赛、亚运会等大赛考验，希望中国

女排不负球迷期待，再创佳绩。

2021—2022赛季女排超级联赛落幕

天津队第十四次夺得联赛冠军
本报记者 李 洋

1 月 5 日，小学生在冰上体验活动中学滑冰。日前，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中小学校学生免费冰上体验活动在呼和浩特

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展开，当地中小学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

下，学习冰上运动技能，了解冰雪运动知识，感受冰上运动

乐趣。 王 正摄（影像中国）

体验冰上项目 感受运动乐趣

本报北京 1月 6日电 （王亮、张腾扬、郝

帅）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媒体接待站记者

注册报名工作于 1 月 6 日 10 时正式启动，截止

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5 日 10 时，采取网上报名

方式。记者可登录 https://www.zhangjiakou⁃
media.com，在网上完成记者身份信息、所属

新闻机构证明、全程新冠疫苗接种证明等信

息填报后申请注册。

为满足媒体记者需求，北京冬奥会期间，

河北省张家口市将于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 日

在张家口兴垣维景国际大酒店会议中心设立

2022张家口媒体接待站，服务北京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

业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和媒体公共服务。

张家口媒体接待站记者报名工作启动

本报北京 1 月 6 日电 （记者孙龙飞）6
日，“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二十二届“相

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我们北京见”

大型综合文艺晚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开幕式晚会由中央民族乐团和苏州交响

乐团联合演出，通过中国故事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表达，运用虚拟现实、全息影像等舞

台技术，实现了艺术与技术融合。整场晚会

采用 8K 超高清技术录制，多名奥运冠军现身

演出现场。

据了解，本届活动包含表演艺术、视觉艺

术、影视展映、城市活动、庆典活动等五大板

块，将以“线上+线下”的形式，为观众奉献来

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场展演活动，为北

京冬奥会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展现北京作

为世界首座“双奥之城”的独特文化魅力。

本届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冬奥组委主

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承办。

“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国际艺术节开幕

2021 年 12 月 29 日，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执委会组织进

行了首次模拟综合演练，全要素全流程进行，确保

在赛时呈现最佳状态。

眼下，距离成都大运会开幕还有不到半年时

间。成都正全力做好各项赛事筹备工作，突出国际

标准、中国风格、巴蜀特色、青春风采、节俭理念，为

举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国际体育盛会不懈努力。

开展全要素模拟演练

前往凤凰山体育公园冰篮球馆的运动员班车

在路口与社会车辆发生轻微交通事故。若等待正

常流程处理，则可能耽误比赛时间。如何应急处

理？事故现场，班车驾驶员立即向交通调度中心

报告，交通调度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按疫情防

控要求驾驶员不开车门不下车，随车志愿者做好

乘客的解释安抚工作。随后，两名属地交警迅速

抵达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成都双流体育中心田径场在进行男子 200 米

预赛时，电力突然中断，田径场地 LED 大屏等失去

电源。随后，竞赛组立即向技术委员会报告，场馆

中心向指挥部报告。随即，现场启动应急预案按

流程处置，自动切换至备用电源，电力保障团队展

开应急处置，比赛未受影响。

2021 年 12 月 29 日 7 时，成都大运会首次模拟

综合演练现场，多块大屏实时播放着各点位的演

练实况。成都大运会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演

练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相关客户群从机场抵达

驻地；二是相关客户群从驻地前往比赛场馆，结束

后返回驻地。演练涉及代表团、技术官员、媒体记

者、贵宾、观众及组委会工作人员等 6 类客户群，点

位涉及指挥部、机场、酒店、大运村、场馆等 10 个场

馆场地。

演 练 顺 利 完 成 后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这 次

演 练 检 验 了 联 动 机 制 ，测 试 了 疫 情 防 控 条 件 下

指挥调度、竞赛组织、安保交通、后勤保障、场馆

运行、应急处突等各项工作，确保赛时能呈现最

佳状态。”

全力以赴做好筹办工作

随着首次模拟综合演练顺利完成，成都大运

会氛围也越来越浓。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成都大运会火炬巡展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位于成都博物馆四楼的

展览现场，从贵州来成都旅游的大学生黄茜被展

览深深吸引。“我不仅看到了成都大运会的火炬、

火种灯和火种盆这三样极富中国特色和巴蜀韵味

的物品，还通过其他展品让我对这场世界大学生

的体育盛会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黄茜说。

在互动区，两个孩子在成都大运会“火炬”上

描绘着自己喜欢的图案。2021 年 8 月 31 日，成都

大运会火炬“蓉火”正式亮相，将国际品质、中国风

格与巴蜀韵味、天府文化巧妙融合的“蓉火”一经

发布，就吸引了众人的关注。除了火炬发布，成都

大运会筹办工作在 2021 年有序推进。

2021 年 4 月，作为成都大运会的核心场馆之

一，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竣工；2021 年 6 月，

国际大体联正式命名这里为世界大运公园，大运

会惠民行动正式启动；2022 年 1 月 1 日，公园部分

开 放 ，市 民 可 徜 徉 其 中 ，感 受 绿 色 生 态 和 运 动

活力。

2021 年 6 月 28 日，历时两个多月的“相约幸福

成都”系列测试赛圆满结束。系列测试赛包括 18
个项目 19 场赛事，成都大运会新建、改建场馆迎来

全要素演练。20 首成都大运歌曲发布，并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晚的大运会青春歌会上唱响。2021
年 12 月 8 日，大运村正式揭牌，成都大运会“迎宾

馆”首次亮相。2021 年 12 月 23 日，备受关注的成

都大运会火种灯、火种盆发布，设计体现了和谐包

容的文化内涵。

据成都大运会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成都大运会 49 个场馆设施建设已全面完工，系列

测试赛圆满完成，开、闭幕式创意设计工作正扎实

推进，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等服务保障也有序

进行。

坚持办赛营城兴业惠民

走在成都的街头，大运会元素随处可见。无

论是分布在城市各处的宣传栏和广告牌，还是城

市建筑的外立面、街边公园、社区绿道，充满动感

的大运会图案和字样都让人眼前一亮。筹办大运

会是一次惠及全体市民、提升城市品质、赋能产业

发展的重大机遇。

2021 年 12 月 30 日，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

会 新 基 建 助 力 产 业“ 建 圈 强 链 ”专 场 活 动 举 行 。

《成都大运会品牌合作机会清单》发布，面向全球

发布赛事十大智能智慧应用场景、四大防疫防护

类清单、五大“大运好礼”类产品研发需求等品牌

合作项目。与此同时，成都发布《成都市新基建

助力产业“建圈强链”新场景新产品清单》，向社

会 公 布 成 都 在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设

施、生产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 188 个新场景和 222
个新产品。

秉承“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的理念，成都大

运会发布品牌合作机会清单，推动数字经济与体

育赛事的融合发展；借助国际赛事平台，畅通新经

济企业参与大运会的合作渠道，进一步释放成都

大运会赛事品牌价值，助力产业提档升级。同时，

各类场馆及体育设施日渐完善，不仅为举办成都

大运会提供重要保障，也能在赛后满足市民的运

动需求。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以举办大运会为

契机，成都正统筹做好赛事场馆的综合利用，借势

发展体育产业，做大做强赛事经济，持续增强城市

功能，造福广大群众。

为举办一届精彩圆满的国际体育盛会不懈努力

成都有序推进大运会筹办
本报记者 王永战 本报通讯员 曹宇阳

1 月 5 日，中国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在北

京进行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公开训练。中

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介绍，双人滑目

前已完全按照北京冬奥会周期训练，备战以

稳为主，争取把两套节目在奥运会时高质量

发挥出来。

3对双人滑组合隋文静/韩聪、彭程/金杨、

王瑀晨/黄一航在首钢园冰上训练中心进行了

一小时上冰训练。赵宏博介绍，队伍目前正按

照计划，以组合式训练为主。“随着冬奥会临

近，我们每周计划做得都很细致。我们都是用

周的训练数据，来统计成功率。”他说。

公开训练中，队员们除捻转、抛跳等动作

之外，还各自进行了单跳练习。赵宏博表示，

按照要求，队员们在奥运会前的单个动作成

功率要保持在 90%至 95%之间，“现在运动员

每天是 3 场冰上训练，晚上还有加练。在单跳

上，已经加到了最大力度。从体能到针对性

的爆发力训练，我们都有明确的训练计划。”

本赛季，中国花滑队参加了国际滑联花

样滑冰大奖赛加拿大站和意大利站比赛，双

人滑、冰舞项目都有不错的表现。

目前，队伍已完全按照冬奥会的周期模

式训练，“我们在训练安排上模拟北京冬奥会

赛程，中午训练，晚上比赛，会把时间调整到

与比赛同步。”赵宏博说，距离北京冬奥会开

幕还有不到 30 天，在备战的冲刺阶段，教练

团队将积极帮助运动员进行状态调整，让他

们放平心态，在奥运会赛场上有稳定发挥。

“我们的备战以稳为主，强调动作质量。”赵宏

博说，“尽管对手很强大，但我们的信心不会

动摇。”

上图：1月5日，隋文静（右）/韩聪在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中国花滑队进行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公开训练

备战以稳为主
本报记者 季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