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公布，7
个大项、15 个分项“全项目参赛”令人振奋，参

与项目、选手人数，在我国冬奥历史上创造

新高。

“带 动 三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的 目 标 达

成，亿万大众活跃在冰天雪地间，让中国冰雪

运动、冰雪产业打开全新局面。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很 形 象 地 说 ：“北 京 冬 奥

会、冬残奥会就像是一个弹射器，可以推动

我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飞跃式发展。”如

今，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瞄定的方向不变，

发展的动力不减，中国冰雪运动和产业未来

可期。

冰雪运动全面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提高我国冬季运

动竞技水平，要及早谋划、持续推进。在时间

上要长短结合，既立足长远，扩大冬季运动覆

盖面，夯实冬季运动群众基础，又着眼参赛，

集中兵力提高技战术水平。在项目上要扬长

补短，既优先保证、重点发展优势项目和潜优

势项目，又积极发展一般项目和新开展项目，

抓紧开展缺项运动项目，推动我国冰雪运动

全面发展。

2006 年都灵冬奥会上，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选手韩晓鹏夺得中国雪上项目的首枚冬

奥金牌。令人记忆深刻的是，这名来自江苏

省的运动员，说话是东北口音。

在当时的冰雪竞技领域，黑龙江、吉林和

辽宁等省份的运动员构成了中国冰雪运动实

现突破的主力。如今，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中，

不仅有来自东北地区的运动员，还有山东、浙

江、广东、西藏、新疆等省份选手。

不久前，中国越野滑雪队结束了在新疆的

集训，整装奔赴冬奥赛区。大巴车外的冰天雪

地之中，当地牧民骑着骏马、手擎红旗，一路相

随为运动员送行，这一幕令人动容。中国越野

滑雪队的运动员和教练通过不懈努力，让这项

曾经基础薄弱的雪上项目在北京冬奥会上实

现了“全项目参赛”。

曾 4 次征战冬奥会的前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选手李妮娜表示，回首过去的 6年，中国冰

雪运动在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方面实现了长

足发展，多个项目在几年时间里实现从无到

有，一些项目甚至达到了世界级水平。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说：“我

们现在很多队伍中都有极具潜力的年轻队员，

未来我们的队伍将更具竞争力。”

冰雪产业蓄势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不是一锤子买卖，不能办过之后就

成了‘寂静的山林’。要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

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

合起来，带动首钢、延庆、张家口等重点区域

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

化旅游带。”

北京冬奥会开幕进入倒计时，多地冰雪

旅游消费越发火热。

夜幕降临，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庙香山

滑雪场灯火通明，一条条“雪带”在山坡间蜿

蜒盘旋。随着夜场模式启动，雪友的晚间滑

雪需求得到满足，每日客流达到 1000 人次。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将承办北京冬奥

会多个雪上项目的比赛，当地雪场近年来人

气十足。仅上一个雪季，崇礼区就实现接待

游客 246.2 万人次、收入 20.2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83%和 87%。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随着冰雪经

济持续升温，冬奥筹办实实在在地惠及赛区

及周边的广大群众。近年来冰雪运动“南展

西扩东进”，全域发展的势头喜人。中国旅游

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冰雪

旅游人数将超过 5 亿人次，国内冰雪旅游收入

将超 1.1 万亿元。借助北京冬奥会契机，我国

冰雪产业乃至体育产业的巨大潜力被激发，

冰雪经济迅猛发展。

目前，东北、京津冀、新疆等地区冰雪运

动发展动力十足；以西藏、青海等省份为代表

的青藏高原冰雪旅游观光带和以四川、贵州、

湖北等省份为代表的中西部冰雪休闲带初具

规模，“东西南北一年四季”的中国冰雪经济

新格局已经成形。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在国际社会

支持下，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激励各国携手同心，一起

向未来。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提前实

现，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

是冬季奥林匹克的题中之义，由此产生的影

响，深远且不凡。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中国冰

雪运动的发展，让“竞技体育强，群众体育弱”

“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等问题逐渐得到解

决，同时，也为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截至 2021 年年初，各地已建成 654 块标

准滑冰场、803 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
年的增幅分别达到 317%和 41%。如今的神州

大地上，冰雪场地星罗棋布，冰雪赛事高潮迭

起。在张家口市，冰雪场地设施水平全面提

升 ，建 成 了 大 型 滑 雪 场 9 家 ，拥 有 各 级 雪 道

177 条、总长度 164 公里，分别占全省的 65%和

88%；还建成滑冰馆 20 座。

近几年，芬兰、挪威、日本、韩国等国滑雪

队纷纷选择崇礼雪场进行训练。截至 2020—
2021 雪季末，张家口累计承办国际、国内冰雪

赛事活动 300 多项（次），参与冰雪运动人次累

计突破 500 万。设施一流的冬奥场馆，将使京

津冀地区在世界冰雪运动格局中占据重要

位置。

对于北京冬奥会，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

罗斯·卡普拉洛斯说：“‘一起向未来’的北京

冬奥会口号与‘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格言紧密结合，它包含了奥林匹

克运动的价值观和愿景，同时表达了 14 亿多

中国人民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创美好未来

的热切愿望。”

推动冰雪运动和产业飞跃式发展
本报记者 陈晨曦 李 硕 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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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9 日电 （记者李洋）29 日，在“北京冬

奥会疫情防控”主题媒体吹风会上，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

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示，目前北京冬奥会的总体防疫成果

不错，闭环内没有疫情传播。

近期涉奥人员入境人数增加，阳性病例也有可能相应

增多，“这是意料之中、提前预估到的。但在严格闭环管理

下，大规模核酸检测能够第一时间将感染病例筛查出来，不

会造成环内外疫情交叉传播。”黄春介绍，目前对于闭环内

确诊病例密接的管理时限，由防疫手册规定的 14 天调整至

7 天。“这一调整是基于前期实践，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严格

的闭环管理和每日核酸检测，所以我们有信心保证安全。

既保证赛时正常运行，又确保疫情防控安全，可以说已经找

到了一个平衡点。”

北京冬奥会医疗小组首席专家麦克洛斯基十分认可北

京冬奥会疫情防控举措：“我在闭环内已经工作了一段时

间，目前来看防疫体验非常棒，非常高效，我们完全可以信

任这个体系。”北京冬奥会采取 3 层筛查体系，第一层为出

发前，第二层为抵达机场时，第三层是进入闭环后。“每一层

都可能识别出阳性病例，出发前检测出阳性会被禁止到中

国参赛。随着我们进入第二层级、第三层级的检测，阳性病

例的发现率也会相应减少。”

冬奥疫情防控严格闭环管理，专家表示：

“我们有信心保证安全”

一根长度超过 100 米的牵引绳，

搭配高速弹射装置，速度滑冰运动员

可以借此迅速实现高速滑行，有效练

习弯道滑行技术。

速度滑冰，弯道技术是关键，运动

员从初始速度达到高速滑行需要耗费

大量体能。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

地的这套弹射装置，为需要助力加速

的诸多冰雪项目训练解决了难题。

冬奥赛场，是世界顶尖冰雪运动

员同场竞技的舞台，胜负往往只在毫

厘 之 间 。 速度滑冰比赛有时要决胜

于 0.001 秒，钢架雪车需要追求 0.01 秒

的超越，这都要求运动员在训练和比

赛中打磨细节，每个技术环节都力争

完美。

借 助 科 技 手 段 完 善 细 节 成 为 冬

奥备战的重要环节。一条加速度曲

线，为钢架雪车运动员在赛道不同阶

段的用力提供科学指导。通过全方

位监控，运动员在训练中用力的大小

和 对 钢 架 雪 车 的 加 速 作 用 清 晰 可

见。通过数据分析，能帮助运动员在

高速滑行中调整技术细节，提升竞技

水平。

调整技术动作，追求更快的速度，

都需要注重细节。跳台滑雪运动员在

风洞进行吊飞训练时，还要通过测力天平精准测量。每一

次“御风飞翔”，都会留下动作影像，运动员训练完用放大镜

观看视频，分析、优化动作。多次风洞测试，让运动员找到

最佳运动姿态，形成肌肉记忆。

花样滑冰双人滑选手隋文静/韩聪在 2018 年平昌冬奥

会冲击金牌时以 0.43 分的劣势失利，获得银牌。备战北京

冬奥会，他们选择了 2017 年世锦赛夺冠时的配乐《忧愁河

上的金桥》并精心编排。新节目让人眼前一亮，让人们对他

们寄予更多期待。

按照“扩面、固点、精兵、冲刺”方略，中国冰雪运动员在

备战北京冬奥会时格外注重打磨细节，在刻苦训练中不断

挑战自我、追求卓越。期待他们在冬奥会赛场出色发挥，用

拼搏书写新的奋斗篇章。

备
战
冬
奥

从
细
节
抓
起

李

硕

中国冰雪运动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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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在位于北京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制冰

师正在布置冰下景观。

近日，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开始布

置包括“BEIJING 2022”字样和奥运五环标志在内的冰下

景观，由 16 名制冰师共同制作。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北京

冬奥会雪车、钢架雪车、雪橇项目比赛场地。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布置冰下景观

图①：1 月 28 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对媒体开放。 新华社记者 丁 旭摄

图②：1 月 26 日，小朋友在广西梧州的滑雪馆内玩雪。 林志清摄（影像中国）

图③：1 月 29 日，中国速度滑冰队运动员在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 丁 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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