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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北 京 冬 奥 会 筹 办 为 契

机，在“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宏伟目标的引领下，天津市

近 年 来 大 力 营 造 冰 雪 运 动 氛

围，举办多项针对青少年群体

的冰雪运动赛事，出台多项举

措力推“冰雪运动进校园”，在

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颗冰雪的

种子。

营造冰雪运动氛围

冰面上，10岁的董俊垚左腿

用力支撑，右腿微微抬起，带动身

体原地旋转 360度，落地后，双臂

张开呈一字形，从众人面前滑过，

带起朵朵冰花。“漂亮，有进步！”

教练孙作岳在旁大声鼓励。

春节期间，打冰球、滑冰车

……天津天塔湖滑冰场上，人

们尽情享受着冰雪运动带来的

快乐。“天津的滑冰季比较短，

孩子们都特别珍惜能上冰的时

间，吵着要训练呢。”孙作岳说。

孙作岳 5 岁习武，7 岁练习

滑冰，曾多次在全市体育工会

业余滑冰比赛上拿到名次。退

休以后，他在家门口的公园里

向青少年推广普及轮滑和滑冰

技术，一干已经 10 多年。

2015 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

会以来，天津的群众冰雪运动氛

围升温。“能否将传统武术与滑冰

技巧相结合，来一个民间‘花样滑

冰’？”作为天津市社会体育指导

员，孙作岳有了更多思考。此后

几年，他将适合冰上练习的武术

动作与滑冰技巧相融教学，迄今

已累计辅导学员近千人。

在 天 津 ，有 超 过 4 万 名 社

会体育指导员，他们中不少人

如今主动走上冰雪场，为包括

青少年在内的市民群众提供科

学健身的志愿服务。

2021 年 12 月 16 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50 天之际，天

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速度滑冰馆揭牌，孙作岳

带领孩子们作为群众代表参与其中，“第一次在这么专

业的场馆内滑冰，太享受了，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

举办冰雪体育赛事

举办赛事、普及群众冰雪运动，是吸引市民尤其是

青少年关注冰雪运动的基础。从 2018 年中俄青少年冰

球友谊赛开始，越来越多的精品赛事和活动在天津举

办，包括国家花样滑冰表演赛、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赛

总决赛等，以及全国大众冰雪季、“迎冬奥，上冰雪”等系

列活动。

在日益浓厚的冰雪运动氛围感染下，越来越多的天津

市民走进冰雪世界，掀起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以前，我们

只能在冬天找野冰场过过瘾，这几年，市内专业场馆越来

越多，夏天都能玩。”冰球爱好者李金波告诉记者，他所在的

冰球俱乐部已有 300 人，这几年参加国家级和省市级的比

赛不下 10次。

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天津市青少年滑雪锦标赛

……近 3 年，10 余项高水平青少年冰雪体育赛事在天津

举行。天津市体育局数据显示，2018 年至 2021 年，全市

共举办各类冰雪体育赛事活动逾 80 场，参与人数超 800
万人次。

“这些赛事极大丰富了全市青少年群体的课余生

活，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冰雪的种子。”天津市冬季和水上

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仲权介绍，目前，天津市用来开展

冰雪运动的冰雪场馆已增至 22 所，还建立了 4 家青少年

冰雪运动培训教育基地。一些好苗子陆续在比赛中脱

颖而出，为各级专业体育队输送了新鲜血液。

促进冰雪运动进校园

这个寒假，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五年级学生张子

昂过得快乐又充实。每天清晨，他都会请父母把自己速

滑时的上肢动作录成视频发给老师，老师反馈后，他再

加以改正，反复练习。“我加入了学校的冰雪俱乐部，开

学后要和同学们比一比。”张子昂说。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梧桐小学将

“教会、勤练、常赛”3 项任务注入冰雪运动教育教学，把冰

雪运动纳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并积极开展兴趣活动课、素

质拓展课，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校外辅导员开展训练。

“在核定编制总量内优先考虑冰雪体育教师，每周至少独

立或配合完成 4课时冰雪项目课程，原则上年均冰雪教育经

费不低于学校年度经费的5%……”2021年11月，天津市体育

局开始力推“冰雪运动体育后备人才校园培养基地”建设。

“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市创建 100 所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每区不少于 4 所。”张仲

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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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 1500 米决赛在

被称为“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荷兰选手伍斯特以

1分 53秒 28的成绩打破奥运纪录，夺得冠军。

“这是‘冰丝带’连续 3 天诞生新的速度滑冰奥运会

纪录。”作为国家速滑馆冬奥制冰团队负责人，邵懿难掩

激动之情。

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冰上场馆，也是

速度滑冰项目的竞赛场馆，赛时有 166 名运动员在这里

争夺 14 个小项的速滑奖牌。1 月初，邵懿带领 12 名来

自国家速滑馆以及哈尔滨、长春的中国制冰师和助理，

加上外籍制冰师，共 18人组成一个制冰团队。

“冰面是运动员角逐金牌的‘战场’，容不得一点马虎。”

邵懿全程参与了国家速滑馆的首次制冰、测试活动制冰、测

试赛制冰和冬奥会制冰。与前 3次制冰相比，冬奥会场地内

的冰面徽标由之前的 2 个增加到 6 个，尤其是“BEIJING
2022”的徽标长达 20多米。为保证场馆设计的准确度，制

冰团队先比照实物做了一个模具放在冰面上，确定中位

线、字符位置、方向后，才将实物徽标逐一放在点位上。

尽管工序复杂、任务繁重，制冰团队如期完成了制

冰任务。

国家速滑馆冰面面积近 1.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

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的速滑场馆冰面。制冰过程的碳排放趋

近于零，冰面温差可控制在 0.5摄氏度以内，不仅效能提升

20%以上，制冰也更均匀，有助于运动员创造好成绩。

“运动员佳绩不断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邵懿说，

团队成员每天精心维护冰面，2 月 7 日进行了 8 次浇冰

作业。作业前先测量冰的厚度，冰厚处酌情减少浇冰水

量，冰薄处适当增加浇冰水量，以提高冰面的平滑度与

光泽度。

“运动员在‘冰丝带’创造新的纪录，这何尝不是中国

制冰师在创造新的历史。”邵懿期待，自己所在的团队能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向世界展示中国制冰师的工匠精神。

国家速滑馆冬奥制冰团队——

“运动员佳绩不断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
本报记者 贺 勇

88.70 分！

2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

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举

行。只见中国小将苏翊鸣动作行云流水，做出

全场首个 1800 度动作。短暂等待后，裁判亮

出高分，苏翊鸣最终摘得银牌，为中国队创造

了该项目历史上最好成绩。

北京冬奥会期间，云顶滑雪公园承办雪上

技巧、空中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

障碍追逐等项目的比赛，共计产生 20 枚金牌。

冰与雪，可谓冬奥赛事的基础元素。稳定

可靠的雪务保障是滑雪竞技项目顺利进行、运

动员获得良好赛事体验的重要一环。如何打

造 符 合 冬 奥 会 标 准 的 赛 道 ？ 如 何 保 障 赛 事

用雪充沛？怎样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云顶滑

雪公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制 雪

从全球范围雪上项
目举办情况看，重大赛事
基本上都采用人工造雪

山峦叠嶂，白雪皑皑。在云顶滑雪公园，

每次赛事结束后，工作人员都要进行雪道修

整，反复查验赛道的每一处。

云顶滑雪公园拥有 6 条赛道。想要保持

赛道的稳定性，雪的性状尤为重要。那么，高

质量的赛道用雪从哪里来？

国际雪联高山滑雪委员会主席伯恩哈德·
鲁西 2 月 5 日在北京冬奥会造雪情况媒体吹风

会上表示：如果有自然雪的话，我们就可以造

更少的雪。但是，从雪道质量精确控制上讲，

我们并不希望使用大量的天然雪。鲁西认为，

要想创造最佳的赛道和体验，通常会使用人造

雪，这会使得赛道上的雪比较紧致，运动员在

上面可以更好地滑行。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 月 13 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

说：“从全球范围雪上项目举办情况看，为了保

障比赛用雪质量，国际上的重大赛事基本上都

采用人工造雪。”

“天然雪质地松软，并不适合比赛。人造

雪可以打造出符合竞技比赛场地技术规范要

求的赛道，为运动员提供公平的竞赛条件。”

2017 年，北京冬奥会赛事用雪保障关键技术

研究团队组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研究员王飞腾就是其中一员。

“打造符合冬奥会标准的赛道并不容易，对

密度、硬度、含水量等参数都有严格要求。特别

是冰状雪赛道，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王飞腾

说，冰状雪是雪质的一种形态，其表面有一层

薄的硬冰壳，可减小赛道表面对于滑雪板的摩

擦力。彼时，团队成员对于冰状雪等概念普遍

陌生，面临不小的挑战。

“过程看似简单，铺雪、注水就行，但铺多

厚 的 雪 、隔 多 久 注 水 等 都 无 具 体 参 数 。”从

2019 年起，王飞腾团队在云顶滑雪公园等地

进行冰状雪制作试验，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

试验区一干就是 10 多个小时。“经常是每天早

晨乘第一班缆车上山，坐最后一班缆车下山。”

铺雪、注水、压实、测量、分析……经过艰

苦的摸索研究，王飞腾团队研发出了适合中国

不同气候条件的高山冰状雪赛道制作技术，运

行成本低，造雪效率高，还更节水。

造 雪

实 现 造 雪 用 水 和
保护生态环境双赢

2 月 3 日 18 时，云顶滑雪公园内，北京冬

奥会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女子资格赛首轮比

赛正在进行。中国选手李楠整理着装后开始

滑行，回转、起跳、腾空、翻转、落地，她顺利完

成了比赛。

这条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赛道，长度为

250 米，坡度约为 28 度。场地中设有许多连绵

的雪包。雪上技巧选手出发后，要在陡峭的雪

道上绕雪包急速向下滑行，并完成跳跃腾空

动作。

百余台造雪设备一齐开动，雪花有如云雾

般散开……2021 年 10 月中旬，云顶滑雪公园

造雪团队启动了繁忙的赛道造雪工作。

“启动造雪机有一定的条件，要在温度、湿

度、风力、风向等指标最适宜的条件下开始造

雪，节约资源、降低成本、保障雪质。”云顶滑雪

公园山地运行副经理王世同介绍。

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冬季的云顶滑雪公园

气温低至零下 20 摄氏度，严寒天气给造雪工

作带来不小挑战。而到了赛期，2 月至 3 月正

是气温回升的时间，比赛中可能会出现雪道融

化和大风、降水、沙尘天气等问题。这些都对

雪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造雪过程中，如何践行绿色理念？

张家口市副市长、冬奥办副主任刘海峰介

绍，为做好北京冬奥会雪务保障，张家口赛区

围绕保水、蓄水、节水 3 个方面，多措并举，及

早启动了造雪准备工作，通过收集地表径流、

雪融水等举措，实现了造雪用水和保护生态环

境双赢。

进入云顶滑雪公园，沿盘山公路向上行

驶，可以看到一座露天蓄水池。雪场先后建设

了调蓄水池和雪融水收集池，并安装泵站和引

水管线，将收集到的地表水沿山势逐级送至造

雪机，为雪道提供造雪用水保障。

围绕节水，张家口赛区云顶、古杨树两个

场馆群均采用高效的节水智能化造雪系统和

造雪装备，能够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动态保持最

佳的造雪效率。“节水率达到了 20%左右。”刘

海峰说。

塑 雪

做好雪道的压雪、
塑形，为运动员提供高
质量的竞赛环境

天空晴朗，赛道洁白。2 月 6 日上午，北京

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云

顶滑雪公园开赛，运动员们戴着头盔和雪镜蓄

势待发。

在赛道起点，一段由冰雪筑就的“中国长

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作为冬奥会观赏性最强的项目之一，坡面障

碍技巧赛道位于云顶滑雪公园最高点，海拔 2042
米，长 640米，宽 30至 40米，坡度 13至 18度。

“做好雪道的压雪、塑形，能为运动员提供

高质量的竞赛环境。”王世同说，“雪长城”在凸

显浓浓中国风的同时，还有防风的实用功能。

在空中技巧赛道，压雪塑形团队工作人员

温龙正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压雪车。造雪机造

出雪堆后，他就要操作机械设备对赛道塑形，

形成高低起伏的赛道。从坡上到坡下，一趟又

一趟，往返数次。

不同的比赛项目，对赛道的压雪塑形工作

也有不同要求。其中，U 型场地技巧等赛道的

施工难度较大。“如果雪太干，像沙子一样，就

很难被塑造成固定形状；雪太硬，很容易凝结

成冰，也没法进行压雪塑形。好在云顶滑雪公

园提供的优质人造雪密度高、强度高、易塑形，

完全能满足需求。”温龙说，“我们严格按照赛

道标准，多轮造雪压雪后，像做雕塑一样反反

复复对赛道进行塑形。”

“看到运动员顺利完成比赛，我们所有的辛

苦付出都值得。”说这话时，温龙脸上笑容绽放。

图①：2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

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河北张家口云顶滑

雪公园进行。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图②：制冰团队正利用浇冰车对国家速滑

馆冰面进行维护。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③：江西省铜鼓县排埠镇七星岭滑雪

场，小学生在滑雪。 周 亮摄（人民视觉）

雪务保障好 赛事体验佳
—来自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的观察

本报记者 马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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