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5 体育体育2022年 1月 13日 星期四

一棵树也有“简历”？北京延庆

区张山营镇冬奥森林公园之内，很

多珍稀树木都是“搬家”到这里的。

扫描一下它们专属的二维码，便能

了解到每一棵树的生长过程。原

来，这些树木以前都是北京冬奥会

延庆赛区的“居民”，赛区建设时，为

加强核心区树木保护，对可移植的

珍稀树木做到了 100%移植。拍照、

建档之后，这些树木就把“家”搬到

了冬奥森林公园。

珍稀树木“一棵也不能少”，不

仅为冬奥赛区守护住了那片绿色，

也让“绿色办奥”的理念更为生动具

体 。 这 场 冰 雪 盛 会 之 所 以“ 可 持

续”，不仅体现在场馆建设等方面，

也体现在呵护一草一木的细节里。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

流，无以成江海。”保护每一棵树、节

约每一度电，都是北京冬奥会绿色图

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张家口冬

奥村（冬残奥村），建筑物的外墙采用

了装配式外墙板，两面是混凝土，中

间“夹心”的是保温材料，这种环保建材可以起到保温、隔

音的效果。在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更加节能的墙灯

取代了传统的吊灯、吸顶灯，进一步减少了电力资源的浪

费。点滴之中，北京冬奥会的绿色之路越走越自信。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北京冬奥会的“绿

色”成果，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更多福祉。2020 年

开始，来自张家口的绿色电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电网，

“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这句诗意表达正在成为现

实。延庆赛区造雪融化的雪水经净化处理后，将回到输

水管网实现中水再利用。北京冬奥会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也将为今后留下一份宝贵遗产。

更绿色、更环保，国际奥委会最新的改革路线图《奥

林匹克 2020+5 议程》中，对于未来的奥运会有这样的期

许和要求。相应的，“环境正影响、区域新发展、生活更美

好”，北京冬奥会提出的可持续性愿景，不仅为奥运会筹

办和运行树立起新的标杆，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创造奥

运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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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陈晨曦、王亮）1 月 11 日，北

京冬奥组委举行首场线上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总体

筹办进展情况，回答中外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表示，

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冬奥组委与国内外有关方面紧密合作，

按时、优质完成了各项筹办任务。场馆和基础设施已全面完

工并达到办赛要求，场馆运行和赛事组织持续优化。住宿、餐

饮、医疗、交通等各项服务保障准备充分，建立了城市防疫与

冬奥防疫一体推进的工作体系。赛时运行指挥系统全面启

动，跨区域、跨领域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目

前，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新闻发布会是北京冬奥组委为了兼

顾疫情防控和媒体参与，首次采用线上方式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向所有驻京的境外新闻机构发出

了邀请，共有来自 22 个国家（地区）、81 家新闻机构的 129 名

记者报名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根据要求，赛事将严格进行闭环管理。北京冬奥组委媒

体运行部部长徐济成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媒体中

心在 1 月 4 日至 22 日进入赛时闭环管理试运行阶段，目前有

近 1500 名记者和转播商抵达北京，他们在各个场馆的工作都

得到全面保障。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

示，北京冬奥组委一直关注疫情变化，从 1 月 4 日启动的闭环

管理情况看，总体情况可控，“我们的医疗防疫团队将对疫情

进行持续评估，目前还没有调整（冬奥）《防疫手册》的计划”。

北京冬奥组委举办首场线上新闻发布会

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基本就绪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北京考察 2022 年

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参观“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展”，了解我国

冰雪运动发展情况。他指出，这些年，在各

方面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冰雪

运动，提前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美好愿景

终成现实——1 月 12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

调查中心开展统计调查所得的《“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15 年北

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全国居民参与过冰

雪运动的人数为 3.46 亿人，冰雪运动参与率

为 24.56%。

每一位冰雪运动参与者，都是中国冰雪

运动大潮奔涌的一朵浪花。

实现美好的愿景目标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实现，让

美好的愿景目标又一次落进现实。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裕雄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目标能够提前达成，得益于我们做了很好的

顶层设计，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很多促进

冰雪运动发展的政策文件作为引领。此外，

在体育消费、体育产业、全民健身、青少年体

育、竞技体育的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中均把

冰雪运动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积极引导之下，大众冰雪健身的意识不断

提升。《报告》显示，2015 年以来参与过冰雪

运动的受访群众中，有 92.64%的人是个人自发

参与的。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关于群众性冰雪运动组织的统计是明显

佐证：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正式注册的各

级冰雪运动社会组织共有 792个，其中国家级

协会 8 个，省级协会 32个，其他冰雪运动社会

组织 752个。

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有更多的社会

力 量 加 入“ 带 动 三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之

中。自 2014 年启动的“大众冰雪季”已成为

冰雪运动普及推广的年度盛会，规模从第一

届时的 10 个省区市参与，发展到 31 个省区

市联动，参与人数也从千万量级上升到了

2020—2021 雪季的近 1 亿人次，大众冰雪活

动近 1200 场。

在“双奥之城”北京，场地建设和赛事发

展呈现积极态势。根据 2021 年北京市体育

工作会议公布数据，全市已经有室内滑冰场

50 座、滑雪场 20 家，组织市级冰雪运动队 25
支、区级冰雪运动队 126 支，开展冰雪知识

和技能培训等活动 1.5 万场，参与人次达到

2480 万。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 2021—2022
赛季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吸引了

256 支队伍、近 3600 名小球员参与。

在素有冰雪运动传统的吉林，在保持竞

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向校园倾斜。

2016 年，《吉林省“百万学生逐雪嬉冰”工程

实施方案》印发，设定了“建设 500 所冰雪运

动特色学校”的目标，到 2020 年时，共建设

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557 所，其中教育部认定

的全国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302 所、奥林匹克

教育示范学校 15 所。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还有更深

远意义。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体

育发展规划》强调，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加强

冰雪运动进校园顶层设计。未来，“全国大

众冰雪季”“中国冰雪大会”“全国大众欢乐

冰雪周”等品牌赛事活动，将提升各行业、各

地区、各群体参与力度，推出更多更好的冰

雪惠民服务。

可以想见，北京冬奥会之后，“冰雪热”

将经久不息。

点燃冰雪运动的热情

随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脚步临

近，我国冰雪运动正打开全新的时空坐标。

《报告》显示，31 个省区市的居民，均有不同

程度参与冰雪运动，其中 12 个省区市冰雪

运动参与率达到 30%以上。

这得益于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

推进。新建改建的室内冰场、雪场推动着冰

雪运动向四季延伸，成为大众生活的新风

尚。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年初，全国已有 654 块标准滑冰场和 803 个

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 年增幅分别达

到 317%和 41%。

如今，上海已经拥有冰场 14 块、室内滑

雪场所 43 处，冰壶场地 3 个，共 8 条冰壶道；

各类冰雪运动场地分布于全市 13 个区。上

海冰雪运动协会会长严家栋说：“上海冰雪

场所数字的攀升速度令人惊喜。除此以外，

季 节 性 户 外 冰 场 数 字 也 超 过 了 我 们 的 预

想。在上海的各大商圈共有 8 块季节性户

外冰场，单黄浦滨江沿线就有 3 块，成为市

民学习滑冰、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随着科技应用的不断进步，冰雪运动已

经打破了时空界限。通过科技助力、开展非

雪季运动项目等方式，多地形成了全年常态

化的冰雪活动组织模式，掀起了参与冰雪运

动的新热潮。冰雪运动已从单一季节性的

小众运动转向四季皆宜的日常休闲运动。

《报告》显示，18 岁及以上的居民中，参

与过陆地冰雪项目的人数达到 0.65 亿。近

年来，江苏、上海、福建、四川、广东、广西、湖

南、云南等省区市已经率先破题，积极实施

“轮转冰”“轮转雪”计划，打通轮滑和滑冰、

滑轮和滑雪项目之间的通道，扩大参与冰雪

运动的人口基础。目前，轮滑俱乐部已遍布

全国各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

（2018—2022 年）》提 出 ，2021—2022 年 ，地

域全覆盖、要素全融合、人群全服务的群众

性冰雪运动发展态势基本形成，冰雪运动普

及和推广体系初步建成……对此，王裕雄表

示：“通过冰雪运动普及和推广体系，充分调

动各方力量协同参与，在重要时间节点，根

据各地实际情况和不同人群特点，广泛开展

群众身边、百姓喜闻乐见的冰雪赛事活动，

带动举步可就、经济环保的群众性冰雪场地

设施建设，推动群众性冰雪运动组织建立，

不断提升群众性冰雪运动的普及程度和发

展水平，从而满足各地人民群众多样化冰雪

运动需求。”

推动体育强国和健康
中国建设

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引领，让更

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是奥林匹克运

动的题中之义；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

引领，推动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这是

时代赋予中国的发展机遇。

冰雪运动作为现代体育运动的重要组

成，其跨越式发展在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

迈进的进程中不可或缺。 2019 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将推进冰

雪运动发展相关内容写入“落实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和“促进体育文

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等战略任

务。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实现，不

仅成功实现了推动冰雪运动从小众向大众、从

区域向全国、从冬季向全年的转变，提升了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为世界冰雪运动

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中国实践、中国方案。

王裕雄说：“北京冬奥会带动了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对于全球冰雪运动项目的发

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对于我们正在付诸实施的健康

中国战略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促进

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涵义。”当

下，一个全球瞩目的冰雪体育市场正逐渐拓

展。冰雪运动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其价值

远超体育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曾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讲述：“我们申办冬奥会的最大目的，就是

在三亿人中推广普及冰雪运动，推动中国冰

雪运动跨越式发展。”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实现，不只让中国冰雪运动从中

受益，还将改变世界冰雪运动风貌，开拓奥

林匹克运动新境界。正如巴赫所言：“随着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世界冰雪运动的历史

将以北京冬奥会作为分界线。北京冬奥会

将成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图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一名

小朋友在南湖湿地公园冰雪嘉年华上玩耍。

王晓博摄（人民视觉）

图②：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冰球对

抗赛比赛现场。 王 正摄（影像中国）

数据来源：《“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统计调查报告》

注：受进位影响，《报告》中部分指标合

计不等于分项之和。

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陈晨曦）1 月 11 日，2022 亚

足联女足亚洲杯中国女足 23 人大名单公布，这将是新任主帅

水庆霞第一次带队征战亚洲杯，赵丽娜、唐佳丽、娄佳惠、李影

等球员回归阵容。

在 23 人的名单中，既有李佳悦、王珊珊等老将，也有王

霜、唐佳丽等中坚力量，更有徐欢、王妍雯、张琳艳等新生代

球员。不难看出水庆霞以老带新、不拘一格的组队思路。

目前，中国女足正在上海东方绿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集

训，1 月 15 日将从上海奔赴印度孟买。女足亚洲杯将于 1 月

20 日至 2 月 6 日在印度举行，中国女足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

以及印度队同组。

中国女足公布亚洲杯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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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李洋）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

的选聘工作近日正式启动。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发布了《体育总局排球中心关于选聘国家女排主教练的公

告》，公布了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员。

公告明确了主教练选聘的 3 点要求：一是政治素质过硬，

二是业务能力强，三是训练思路清晰。按照选聘程序，报名人

员需在 1 月 15 日前提交报名表。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

担任选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排球中心主任李全强等担任副

组长，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陈忠和、郎平及中国男排前主教练沈

富麟等为专家组成员。

中国女排主教练选聘启动

珍稀树木“一棵也
不能少”，不仅为冬奥
赛区守护住了那片绿
色，也让“绿色办奥”的
理念更为生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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