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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奥林匹克塔上眺望，国家体育馆犹如一艘在奥

林匹克中心区湖畔平稳航行的“冰之帆”；西南方向的五

棵松体育中心，6 小时就能实现“冰篮转换”，新建训练馆

“冰菱花”美轮美奂。在这两个“双奥场馆”里，对抗激烈

的冬奥会冰球赛事鏖战正酣。

冰球运动是冬奥会最受欢迎的集体项目之一，对赛

事服务保障有着特殊要求。它是唯一需要在场馆内为运

动员、裁判员提供洗衣服务的冬季运动项目；比赛间隙

70 秒须完成 1800 平方米冰面清理；牙医要在场馆中随时

待命……如何做好这些赛事保障？怎样提供全方位、高

水平的服务，助力运动员达到最佳竞技状态？记者来到

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一探究竟。

提供快捷的洗衣服务

黑色冰球划过白色冰面，贯穿小半个冰球场，日本队门

将反应不及将球漏过，边路包抄的胡宝珍门前补射得分。

1∶1，中国女子冰球队扳平比分！

2 月 6 日，五棵松体育中心，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小

组赛正在上演，最终经点球大战，中国队 2∶1 战胜日本

队。哨声响起，替补席上的姑娘们高举球杆冲进场内，和

场上球员一起欢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与此同时，志愿者李梦阳和王敖正等候在更衣室门

口，准备收取待洗衣物。

“每场冰球比赛及训练之后，运动员进入更衣室淋

浴。我们将他们脱下的衣物一一用绳子打结成捆，再送

到洗衣房。”李梦阳介绍。

冰球运动争夺十分激烈，一场比赛下来，运动员大汗淋

漓、浑身湿透，需及时更衣。

据测算，五棵松体育中心大约有 29 场冰球比赛和 139
场训练，运动员、裁判员达 7000 人次，共需洗涤衣物约 4.5
万件。赛事最密集的比赛日，洗涤量达四五千件次。

记者看到，需要洗涤的衣物按照类别放入不同的洗

衣袋中。每个袋子深 1 米、宽 0.5 米，蓝色袋子装比赛服、

训练服，黄色袋子装速干衣、内衣等。

洗衣服也有门道，不同面料的服装有不同的洗涤要

求，像比赛服和训练服等不能烘干。通常情况下，速干衣

清洗加上烘干消毒需要 80 分钟，洗比赛服只要 21 分钟，

浴巾、毛巾则耗时 100 分钟。

“清洗过的衣物，需要在比赛前至少两小时送到参赛队

伍和裁判员手中。”洗衣服务团队工作人员燕赛赛说，“为了

第一时间完成清洗任务，我们经常忙到夜里一两点。”

第一时间修复受损冰面

球场侧门打开，12 名除冰团队成员手握雪铲快速上

场，其中 9 人排成 V 字形，手持雪铲从场地一端快速滑行

至另一端，再分成两个 4 人小组清扫残余冰屑；领队则与

其他 3 人分成两组，将堆积的冰屑铲进大桶；两个折返结

束，12人快速离场。

2 月 10 日，斯洛伐克队与芬兰队的比赛在国家体育

馆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比赛间隙，除冰团队迅速出

动，整套工作在 70 秒内流畅完成。

由于冰球项目对抗激烈，球员高速滑行与频繁转向

会大面积磨损冰面，并刮起大量冰屑，从而影响冰球滑

行速度和轨迹。因此，需要冰务人员快速修复约 1800
平方米的冰面。虽然实际清理的是冰碴，但外观更像

是雪。

“除冰团队门槛不低，得有较强滑行技巧，确保使用

雪铲等工具时保持队形，这样才能高效作业。”国家体育

馆除雪监督王晓亮说。

国家体育馆 24 名除冰团队成员都是专业冰球运动

员，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上运动学院和齐齐哈尔市男

子冰球青年队，几乎都是 00后，经 3轮测试选拔而出。

王晓亮介绍，一场冰球比赛分 3 局，每局 20 分钟。除

冰人员会在每局倒计时 14 分钟、10 分钟和 6 分钟出场，

共清雪 9 次。3 局之间的休息时间，由冰务团队进行浇冰

作业，修复受损冰面。

“时刻绷紧一根弦，提前 1 分钟在入口就位。裁判一

吹哨，我们便快速飞奔上场，把冰碴铲干净，紧张程度不

亚于比赛。”国家体育馆除冰团队队长黄欢说，“我们的队

伍要整齐、速度要快，才能给运动员更好的场地环境，助

力比赛更精彩。”

配备专业医疗服务团队

身体对抗时在冰面上摔倒、激烈拼抢中来自对手或

队友的球杆、比赛过程中突飞而至的冰球……这些都可

能导致冰球运动员口腔或牙齿受损。顶级赛事冰球馆通

常都会配备牙医。五棵松体育中心以运动员为本，将牙

科诊室“搬”到了场馆内。

“场馆里设有两个医疗室，一个是普通诊室，另一个

就是牙科诊室和外伤处置室。”跟随场馆医疗经理樊庆走

进门，一台定制牙医治疗椅格外显眼，各式手柄、操作台、

手术灯、漱口水杯、面屏等一应俱全。

“我们设置了双班，一名牙医配合首席牙医在场馆

工作，配备两名口腔科专科护士作为助手。”场馆首席

牙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口腔科医生

倪耀丰介绍。

如果运动员不幸牙齿受伤，如何治疗？

“场地医生会进行初步判断，如果是运动员口腔、牙

齿受伤了，会送到牙科诊室由牙医进行初步诊治，然后第

一时间在场馆医疗 CT 车上做扫描，由口腔医生进行缝

合止血。”樊庆说，如果情况较重特别是需要手术时，再由

场馆救护车转运至定点专科医院。

据了解，赛事期间，五棵松医疗服务团队有 104 名

工作人员，助力比赛安全、平稳进行。在 2 月 8 日举行

的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国家体育馆场馆赛事安排和运

行保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秘书长齐

靓表示，国家体育馆的服务保障得到国际冰球联合会

的充分认可。

“国际冰球联合会副主席到场馆考察后，对场馆的评

价是场馆具备非常好的软硬件设施条件和服务条件。”齐

靓说。

记者探访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

周到服务，助力冰球比赛更精彩
本报记者 贺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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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蹲躯、注意发力点……冲！”黑龙江省七台河

短道速滑训练馆，教练员李国峰手握秒表，紧盯小队员的

动作。这批队员最大的 14 岁、最小的 8 岁。今年 26 岁的

李国峰，18 岁时曾在 2013—2014 年度全国短道速滑联赛

上获得 1000 米项目冠军，第二年因伤退役，转型做了教

练。近年来，七台河市做好引才工作，累计投资 2 亿多元

建设体育中心，改善训练环境。

“过去没有室内冰场，我们只能到哈尔滨练习，现在市

里建成两块设施完善的室内冰场，外地很多孩子和家长也

都慕名前来。”李国峰指了指正在冰上穿梭的吴晗钰。

4 年前，当时只有 8 岁的吴晗钰在电视上看了冬奥会

比赛后，心里生出自己的第一个人生规划：“我要学滑

冰！”父母为了支持她的梦想，举家从伊春市搬到了培养

出多名冬奥冠军的七台河市。由于身体瘦弱，在冰面上

重心不稳，小晗钰一遍遍练习单腿支撑，腿再酸再麻也咬

牙坚持。

在七台河，和吴晗钰一样的速滑“种子选手”有 500
多人；15 支短道速滑训练队，从幼儿启蒙到重点班队，

阶梯分明。2021 年 4 月，这里创建了“省队市办”基

地，建设了一支以七台河市重点班运动员为主体的

黑龙江省青年队，由地市级业余训练升级为省级

专业训练。

“曾经，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参加冬奥会

拿金牌，如今我找到了新的目标——把速

滑技术传授给更多孩子，让我的学生

去拿金牌。”李国峰说，“每个孩子

都是一块好钢，打基础贵在

坚持。”

冬奥与春节相遇，从白雪

皑皑的长白山，到银装素裹的

滑雪场，吉林各地冰雪活动异

彩 纷 呈 ，八 方 游 客 欢 冰 乐 雪 。

吉林的冬天越发“热”起来，人

气更加“旺”起来，冰雪运动越

来越热，冰雪旅游越来越火。

“白雪换白银”，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给白山松水

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预计 2021—2022
年雪季，吉林省旅游接待规模将

达 8500 万人次，可实现总收入

1700亿元。

雪道铺进山村，
点亮冰雪梦想

新雪初霁，吉林市船营区

大绥河镇小绥河村银装素裹。

“村里虽然仅有 50 户人家，却

建设了 10 条标准化雪道。”记

者随 17 岁的国家二级运动员

宋柳燃步入占地面积 30 万平

方米的吉雪滑雪场，从容驰骋

的身影处处可见。今年雪季，

滑 雪 场 日 均 游 客 接 待 量 逾

1500 人。

5 年 前 ，专 业 雪 道 铺 进 这

个距市区 20 多公里的小村，体

验了几次后，从小活泼好动的

宋柳燃便喜欢上了滑雪。

“一看就是好苗子。”吉雪

滑雪场教练也注意到这个常在

雪 道 上 飞 驰 的 女 生 。 2019 年

12 月 ，宋 柳 燃 进 入 船 营 区 体

校 ，成 为 滑 雪 专 项 运 动 学 员 。

2020 年 1 月，在长白山举行的 2019—2020 年度 U 系列高山滑雪

U17 女子组大回转比赛中，宋柳燃一举夺冠。

“小绥河村的滑雪场，是我冰雪梦想的起点。”手捧奖牌，

宋柳燃难掩激动。如今，她已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村里还

有两个比我小的运动员，另外有好几个大哥哥到雪场当了滑

雪教练。”

近年来，吉林省加速场地设施建设，每年浇建公益冰场逾

400 块。吉林省近 3 年对 70 个公共冰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实施了补助，平均每年吸引 800 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冰球引入校园，播撒运动种子

一声哨响，30 多个脚踩冰刀的孩子奋力蹬向冰面，飞速向

前疾驰……寒假期间，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虎王”冰球队的

孩子们身影矫健。他们个头不高，遇到冰面上的横杆障碍时，却

能从容地并拢双脚，纵身起跳越过，冰刀稳稳落地后，继续向前

滑行。

“小冰球承载大梦想。”球队教练王希娣曾是全国短道速滑

冠军，已在学校从教 17 年。2019 年，乘着吉林省建设首批冰雪

运动特色学校的东风，她牵头组建了“虎王”冰球队。

“这些热爱冰雪运动的‘种子’，再冷也不怕，正在冰天雪地

里生根发芽。”王希娣说。冰球队组建之初，学校边冰冻的小河

成了训练场。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河面，孩子们坚持训练。如

今，在政府支持下，孩子们可在专业冰球馆里全年免费训练。

“‘体教融合’正在为吉林播撒冰雪运动的种子。”吉林省教

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孙大龙介绍，截至 2021 年

底，吉林省已建成冰雪特色学校 557 所，超过 400 万名学生参与

冰雪运动。

体育携手文旅，构建产业链条

滑雪道上纵情驰骋，换下装备便能就近泡个温泉；溜冰场里

竞速飞奔，走出体育馆即可品尝特色美食……在通化市金厂子

滑雪场，长春游客霍炎收获别样体验。

拥有 60 多年历史的金厂子滑雪场，于 2021 年 12 月改造完

工后重新开放。度假酒店、温泉酒店、特色商业街等一系列设施

配套运行，实现了冰雪运动、赛事服务、康养度假的有机结合。

“通化与世界滑雪胜地阿尔卑斯山脉在同一纬度带，雪季长

达 150 多天。”通化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通化市

兴建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规划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总投资

约 100 亿元。其中，滑雪场、滑雪小镇、滑雪学校、滑雪公寓等一

期建设已全面运营。

从体验长白山温泉漂流、畅玩雪地摩托、观赏雾凇奇观，到

探秘地下冰河、夜游冰雪新天地，吉林标志性的冰雪娱乐项目层

出不穷，运动魅力与自然之美相映成趣。

将冰雪运动融入经济发展，吉林着力引导冰雪体育运动与旅

游等产业融合发展。今年 1 月，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了 10 条全国冰

雪旅游精品线路，吉林省的“长白有约·滑雪度假”精品线路入选。

目前，吉林省已建成 54个滑雪场、279条雪道，日最大承载量 10万

人次，2021年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分别增长 3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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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室内建冰场 培养好苗子
本报记者 方 圆

图①：五棵松体育中心除冰团队在比赛间隙清

理冰面。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图②：黑龙江省七台河职业学院短道速滑训练

中心的孩子们在进行训练。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图③：国家体育馆冰球赛场俯瞰。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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