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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冬奥会我国参赛运动员的训练基地，你会想到哪

里？其实，除了意料之中的北京、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外，还有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青岛、南京等地。获得中国钢架雪车项目

第一枚冬奥会奖牌的闫文港，为强化练习发车动作，2019 年

曾在秦岭以南的陕西安康，进行了为期 8个月的专项训练。

在山东青岛的海面上，乘风破浪练“滑雪”；在江苏南

京的旱雪馆，腾空翻跃练弹跳；在陕西安康的深山里，模拟

备战练出发……遍布各地的训练场地设施，保障了我国冰

雪运动员训练备战的科学性、系统性。在这里，运动员补

短板、强弱项、增实力，全力备战冬奥。

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

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承担训练保障任务，加强国家队

训练场地设施建设，加快组建复合型训练保障团队。”

冬奥赛事正酣，记者赴青岛、南京、安康，探访冰雪项目

国家队进行过训练的几个场地。

山东青岛——

“冬雪夏练”，在海上训练平
衡力、应变力

大海中乘风破浪练“滑雪”，已然成为青岛汇泉湾一道

别样风景。

每年夏天，冬季运动项目国家队的教练和运动员会来此

开展集训。作为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青岛航海运动学校

承担了部分“冬雪夏练”项目的训练保障任务，近年来已先后

接待了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等多支冬

季项目国家集训队的 150 余名运动员。北京冬奥会上，在单

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中获得第四名的蔡雪桐，就曾

在青岛航海运动学校参加集训。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部分雪上项目与帆板、动力冲浪

板等项目具有相通性。”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跨

界跨项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教练组组长高兴鹏说，特别是水

上运动有时会遇到波浪涌动，这与雪上运动时遇到的雪包等

障碍物相似，海上夏训能够提升冰雪项目运动员的身体平衡

力和应变力。

“滑雪时身体前倾，滑水则要把身体重心往后放，滑水

可以帮助冰雪项目运动员训练平时练不到的肌肉群。”高

兴鹏曾是青岛航海运动学校一名摩托艇教练。 2021 年 7
月，他跨界加盟参与冬奥备战。

选派专人担任安全员，着力保障运动员水上训练安

全；规范采购供应渠道，强化食源性反兴奋剂防控，全面提

高科学营养配餐水平；特邀专家围绕驻训队伍需求，全面

讲解运动营养、生理生化指标监控、疲劳恢复等知识……

冬季运动项目国家队驻训期间，青岛航海运动学校组建复

合型团队助力训练保障。

江苏南京——

旱雪馆采用特殊树脂制造仿
真“旱雪”雪道，无雪季节也能达
到训练效果

远看是一片白茫茫的高低“雪坡”，近看竟是每平方米

近 1.6 万个金针菇状小圆球组成的仿真“旱雪”雪道。

这里是没有一片雪花的南京旱雪馆，先后保障了单板

滑雪大跳台国家集训队、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国家集训队、

跨界跨项单板滑雪国家队的集训任务。

2 月 9 日，曾在南京旱雪馆训练了 3 年的小将冯贺，进

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项目 1/8 决赛，完成

了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该项目赛场上的首秀。

“场馆满足全天候、全季节滑雪的关键在于‘旱雪’雪

道。”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张顺翔介绍，雪道采用了特殊树

脂材料，经挤压工艺生产后，具有良好的复弹性、耐磨性、

抗压性和阻燃性，仿雪和走刃效果好，滑行时与真雪相似

度高达 80%。运动员集训时间集中在每年 5 月至 10 月，可

保证无雪季节也能达到高强度的训练效果。

步入气膜式结构的南京旱雪馆，一条几十米长的滑道

映入眼帘，跳台上的运动员腾空飞起，在空中旋转飞跃。

这座长 106 米、宽 68 米、高 36 米、占地 7000 平方米的专项运

动训练场，可同时容纳 500 人训练。

旱雪馆内还安装了训练动作捕捉等智能化系统，可实

时记录运动员的状态、速度、出台角度、滞空时间等。运动

员完成空中动作后，可及时查看动作回放和分析数据。“准

确统计每名运动员在每日、每周、每月等不同时间维度下

的训练次数和质量等数据，精准掌握每名运动员竞技

状态。”张顺翔说。

今年 1 月 14 日至 17 日，南京旱雪馆举行了为期

4 天的“开放体验活动”。800 名普通市民实地探访

了馆内各项运动设施，亲身体验了 3D 平衡台等

运动仪器，感受科技元素在冰雪运动中的应用。

陕西安康——

运用二氧化碳制冰技
术，建成雪车雪橇出发
训练道

“0.01 秒只是一眨眼

的工夫，但在讲求速度的

雪 橇 、雪 车 和 钢 架 雪 车 项

目中，需要在起步阶段推车助

跑，出发技巧尤为关键，出发如果慢

0.01 秒，最终成绩就可能慢 0.03 秒

以上。”陕西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李建喜说。

步入位于陕西安康的秦岭四

季滑雪馆，一条长 200 米、宽 40 米

的长滑赛道在冬日暖阳下格外耀

眼。这条运用二氧化碳制冰技术

建成的雪车雪橇出发训练道，可

为运动员提供出发、弯道的反季

节训练。2019 年 8 月，这里被国

家体育总局授牌为国家雪上

项 目 训 练 基 地 ，国 家 雪 橇

队、国家钢架雪车队曾在

此集训。

我 国 的 雪 橇 、雪 车 和

钢架雪车运动起步较晚，训

练场地一度较为缺乏。秦岭

四 季 滑 雪 馆 则 在 国 内 率 先 建

成拥有 3 条雪橇、雪车和钢架雪

车出发训练道的冰屋基地。

“训练基地还满足了运动员野外

体能拉练需求。”刚完成中国女子雪橇

冬奥首秀的王沛宣说，秦岭四季滑雪馆配

备了体能训练馆、室外塑胶跑道、800 米环

形沥青滑轮道，为运动员模拟备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手持雪杖、脚踩滑雪板，一串串身影飞速而下，急刹转

弯，腾起阵阵雪雾……记者到访时，陕西省越野滑雪队正

在紧张集训中。“基地在为国家队训练提供保障的同时，也

推动了陕西冬季运动项目的发展。”李建喜说。

图①：钢架雪车国家队队员在陕西省安康市秦岭四季

滑雪馆训练。 资料图片

图②：游客在辽宁省朝阳市庙子沟滑雪场滑雪。

仇一军摄（人民视觉）

图③：工作人员在首都体育馆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

赛现场修整冰面。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记者赴青岛、南京、安康探访冰雪项目国家队训练场地

全季训练 全程保障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李 蕊 原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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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花样滑冰，激情的冰球追逐，速

度与技巧并重的短道速滑……辽宁省第一

届青少年冬季运动会 1 月 5 日在沈阳市举

行。比赛设置了 5 个大项、134 个小项，除适

龄专业运动员外，还迎来了各市冰雪项目特

色学校的在校学生，参赛人数达 3000 人。

2019 年 5 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指

导意见》提出，“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积

极培养学生冰雪运动兴趣爱好，加强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

近年来，辽宁省积极推进冰雪运动进校

园。目前，辽宁省已有 108所学校被教育部命

名为“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20
所学校被教育部命名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

寒假期间，沈阳市第二十中学校园里依然

热闹。冰场上，脚踏冰鞋的孩子们身轻如燕，在

洁白冰面上滑出一道道优美曲线。2016年，这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开始在

操场上浇筑冰场并举办冰雪嘉年华活动。目前

学校配备了 250双冰鞋，供学生免费借用。

“老师从如何穿冰鞋教起，零基础的同学也

能参与进来。”沈阳市第二十中学高二（9）班学生

张楷珩，寒假期间几乎每天都会来上滑冰课。

目前，沈阳市已有 30%以上的中小学生

初步掌握了冰上、雪上的基本技能。

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专业的培训指导，辽

宁利用社会冰场雪场资源，举办青少年冬令

营，惠及 3万余人。1月 22日，辽宁省青少年冬

令营（辽阳站）在辽阳弓长岭温泉滑雪场启动，

吸引了全省 260余名小学生参加。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选择给孩子报名滑

雪冬令营充实假期生活。”弓长岭温泉滑雪场

负责人介绍，这个雪季，辽宁省体育局提供资

金 60 万元，支持滑雪场举办青少年冬令营系

列活动和滑雪比赛系列活动。

15岁的王升彦竹曾是一名体操运动员，刚

在辽宁青少年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项目上获得第二名。近年来，辽宁省实行跨界

跨项选材，打通冰雪运动项目和其他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渠道，积极发现和

培养一批青少年竞技冰雪运动后备人才。

“辽宁冬季时间长，冰雪条件得天独厚。”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冬说，将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持续

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推广，选拔储备更多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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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5日电 （记者王昊男）如今的

北 京 ，蓝 天 白 云 成 常 态 ，2021 年 细 颗 粒 物

（PM2.5）浓 度 为 33 微 克 /立 方 米 ，空 气 质 量 首

次 全 面 达 标 ，优 良 天 数 增 至 288 天 ，占 全 年 的

78.9% ；水 清 岸 绿 处 处 美 景 ，密 云 水 库 蓄 水 量 最

高 达 35.79 亿 立 方 米 ；“ 开 窗 见 景 、出 门 见 绿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44.6% …… 15 日 ，记 者 在 2022 北

京 新 闻 中 心 举 行 的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专 题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了 解 到 ，在 冬 奥 会 申 办 、筹 办 、举 办 过 程

中 ，北 京 市 将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融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各 方 面 和 全 过 程 ，一 体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与 绿 色

办奥。

近年来，北京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发展资源消

耗 少 、环 境 污 染 小 的 产 业 ，第 三 产 业 比 重 达

83.8%。污染防治持续攻坚，2017 年底，北京实现

全市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机动车排放结构不

断优化，新能源车保有量达 50.6 万辆，国五及以上

排放标准车辆占比超过 70%。

“2021 年，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和臭氧浓

度首次同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各项大气污染物

实现协同改善。”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于建华

介绍。与此同时，北京市民正加快形成绿色生活

方式，“光盘行动”“绿色出行”等成为更多市民自

觉选择。

冬奥会的举办也是北京推动水资源保护、水

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的重要契机。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杨进怀介绍，2021 年，北

京新建、改造污水处理厂 5 座，新建污水管线 568
公里，全市污水处理率达 95.8%；再生水配置量超

过 12 亿立方米，实现 1000 万平方米园林、绿化用

再生水替代；全市优良水体比例达 75.7%，永定河、

潮白河等五大主干河流 26 年来全部重现“流动的

河”并贯通入海。

据介绍，北京城市绿化覆盖率已达 49%，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6.6 平方米。“充分利用拆迁腾退

地，推进城市休闲公园、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建

设，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87%。”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介绍，“今年，北京还

将增加 15 万亩绿化面积。”

“精彩纷呈的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但绿色低

碳理念将会一直在这座‘双奥之城’延续，在全体

市民心中生根发芽。”于建华表示。

北京：优化生态环境 助力绿色冬奥

一个大笸箩在锦芳小吃制作师赵双宇手中有节奏地前后抖动，黑

芝麻等馅料外均匀裹上了糯米粉，一颗颗洁白滚圆的元宵便做成了。

锦芳元宵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很高兴能有机会亲手制作中国传统美食元宵。”韩国纽斯频通讯

社记者崔宪圭兴味盎然地说。

2 月 15 日，恰逢元宵节，由 2022 北京新闻中心主办的“‘双奥之

城’新气象——2022 中外媒体北京行”城市形象特色采访活动，邀请

中外媒体记者走进老字号便宜坊鲜鱼口店，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体

验传统美食制作，领略中国传统饮食文化。

和面、揪剂、打底、擀皮、压花……在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吴华侠手下，一块块面团瞬间被擀出层层叠叠的花边，“一

张皮至少要擀出 24 个褶，24 个褶代表了 24 个节气，做一个烧麦需

要 16 道工序。”蒸熟的烧麦玲珑剔透，皮薄如翼，顶端泛着白霜，

酷似盛开的花朵。目睹制作全过程，记者们赞不绝口。

“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前不久，吴华侠参加了北京冬

奥会火炬传递，她说，“传承技艺就如同传递火炬一样，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中外记者在京探访老字号

赏非遗 过元宵
本报记者 施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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