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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脚画一个圈，左脚再画一个圈，自如旋转几圈后，一

个奥运五环标志在冰面上呈现。“北京举办冬奥会，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我们就是那三亿分之一。”在北京什刹

海冰场，滑冰爱好者胡长立说。

筹办北京冬奥会，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

动中来。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自 2015 年北京成功申

办冬奥会以来，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46 亿人；已有 654 块标准冰场，较 2015 年增幅达 317%；已

有 803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较 2015年增幅达 41%。

什刹海冰场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天然冰场之一。如什

刹海冰场一般，全国各地一些有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

的老冰场，承载着几代人的冰雪记忆，也见证着我国冰雪运

动跨越式发展。

北京什刹海冰场——

几代人的冰上乐园

春节期间，和煦的阳光洒在北京什刹海冰面上，人们或

脚踩冰鞋往来穿梭，或三五成群打着冰球，一片欢声笑语。

“骑着冰上自行车看风景，真不错！”趁着寒假，12岁的王

向宇从河南周口来北京旅游，慕名来什刹海冰场“打卡”。

什刹海冰场已有上百年历史。1953 年，这里曾举办首

届华北区冰上运动会，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份的

冰上代表队参加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等项目的比

赛，吸引了众多冰上运动爱好者前来观看。近年来，为营造

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浓厚氛围，什刹海冰场举办了冬奥文

化展览及冰上主题文化活动。

今年什刹海冰场开放期间，共有 13 万人次前来体验冰

雪乐趣。“除了滑冰、打冰球，还有冰上龙舟、冰上碰碰车等 10
多种娱乐项目，满足游客多样需求。”冰场管理方北京蓟城山

水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建介绍。

什刹海冰场陪伴了许多北京人成长。市民老夏住在鸦

儿胡同，走路到什刹海不过 5 分钟，“夏天游泳，冬天滑冰”，

这带给他和老街坊很多乐趣。“街道给居民发了冰场惠民

票，请大伙儿免费参与冰上活动。”

岁月流转，在什刹海冰场上飞驰欢笑的人群换了一茬

又一茬，不变的是那份乐趣和热爱。

吉林长春南湖公园湖心岛滑冰场——

天然冰场乐趣多

“转换重心，向右侧蹬冰！”在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公园湖

心岛滑冰场上，67 岁的齐志正耐心指导着学生们练习冰球

基本动作。

“知道了，齐爷爷！”6 岁的王璟煦个子还不及冰球杆

高，转身、急停、拨球……动作娴熟。记者眼前这些小冰球

队员，虽然平均年龄只有 7 岁，可个个都有一年以上的冰上

运动经验。湖心岛滑冰场设置了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

等项目场地，不同水平、不同项目的滑冰爱好者都可以找到

自己喜爱的冰上运动。

“对很多长春人来说，关于冰雪运动的最初记忆几乎都

来自南湖公园。”齐志从 7 岁开始打冰球，现在免费教孩子

们打冰球也已近 10 年。建成于 2001 年的南湖公园湖心岛

滑冰场，是长春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的主要场地之一。这个

冰雪季，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南湖公园在指定区域设置冰

上运动场地和冰上娱乐项目，总面积约 4 万平方米。

近年来，为满足市民冰雪运动需求，长春市不断增加冰

雪运动场地，充分利用公园、河流、湖泊等水域资源开辟天

然滑冰场。“从孩子到老人，现在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冰雪

运动带来的乐趣。”齐志说。

甘肃嘉峪关东湖公园滑冰场——

冰场“搬进”戈壁滩

“注意臀部上提、重心下移。”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东湖公

园滑冰场上，9 岁的刘俊熙在外公王有忠的指导下，双

脚用力蹬冰，身体快速向前滑行。

放眼滑冰场上，只见三五成群的

孩子们分组持杆击打冰球；滑冰

爱好者驰骋冰面，时而双脚交叉压步前行，时而单脚翘起作

燕式平衡……

“起初可没这么好的条件，也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

哧溜一下就完事儿了，跑不开。”今年 72 岁的王有忠，上世

纪 60 年代随父母从辽宁省来到嘉峪关，一直保持着冬季滑

冰的习惯。早些年，王有忠和同伴们每天天不亮就得提桶

浇冰，为使赛道更加平整，他还自制冰铲打磨冰面。

2018 年以来，嘉峪关市先后投入专项资金 100 余万元，

提升冰场硬件设施水平。嘉峪关市体育局局长陈学军介

绍，全市已成功举办 3 届冰雪运动会，结合冰雪运动进校园

活动，累计约有 10 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设备渐全、规模增大的东湖公园滑冰场活动日益丰富，

除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等竞技项目外，冰上拔河、冰上

龙舟等趣味项目也异彩纷呈，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游玩。“寒

假期间，进入冰场的八成以上都是学生。今年春节恰逢冬

奥会，人流量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王有忠说。

图①：北京什刹海冰场一瞥。

人民网记者 翁奇羽摄

图②：小学生在贵州六盘水市梅花山滑雪场滑雪。

邓 刚摄（人民视觉）

图③：工作人员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平整雪道。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踏访老冰场 共逐冰雪梦
本报记者 施 芳 郑智文 祝大伟 赵帅杰

阳 光 洒 落 ，海 拔 2000 多 米 的 贵

州省六盘水市玉舍雪山滑雪场银光

耀 眼 。 雪 道 上 ，身 着 各 色 滑 雪 服 的

人 们 笑 容 满 面 ，山 谷 里 回 荡 着 阵 阵

欢声笑语。

调整好脚上的滑雪板，一边默念

着教练传授的口诀，一边用雪杖在原

地比划。突然，张建强双臂用力向后

一撑，“唰”的一声，这名年近六旬的游

客英姿飒爽地向雪道前方冲去……

地处乌蒙山区的六盘水市，冬季

冰雪可保持两个月左右。近年来，六

盘水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 资 源 ，陆 续 建 成 3 个 高 山 滑 雪 场 ，

拥 有 初 级 、中 级 、高 级 雪 道 共 21 条 ，

总 规 模 达 63 万 多 平 方 米 ，每 日 可 接

待游客 1.5 万余人，且能够满足竞技

比赛需求。

10 年 前 ，玉 舍 国 有 林 场 在 一 块

空 地 上 建 起 一 条 雪 道 ，这 是 贵 州 省

首 个 高 山 滑 雪 场 ，通 过 向 游 客 租 借

滑雪服来维持运营。“那时没有教练

也 没 有 配 套 设 施 ，滑 雪 服 也 就 一 两

百套。”玉舍雪山滑雪场总经理戴东

辉说。

2015 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

六 盘 水 抓 住 冰 雪 运 动“ 南 展 西 扩 东

进”的契机，在扩充滑雪场和升级改

造雪道的同时，把冰雪运动纳入《六

盘水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六盘水

市体育旅游及健身休闲产业发展规

划》，冰雪运动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

名片。

借 着 这 股 东 风 ，玉 舍 雪 山 滑 雪

场 的 雪 场 面 积 从 500 平 方 米 增 加 到

12.6 万平方米，从各地招聘来一批专

业 教 练 ，并 完 善 了 滑 雪 区 、停 车 场 、

餐饮购物区等功能区。“推广普及冰

雪 运 动 ，需 要 有 丰 富 的 业 态 。”戴 东

辉 介 绍 ，玉 舍 雪 山 滑 雪 场 策 划 开 展

了 冰 雪 世 界 嘉 年 华 等 系 列 活 动 ，还

推 出 了 雪 地 摩 托 、雪 地 冲 锋 舟 等 特

色 冰 雪 体 验 项 目 ，以 满 足 不 同 年 龄

段游客的需求。

今年 1 月，贵州省第十一届运动会冬季项目比赛在六盘水举

行。这是贵州省运动会首次设立冬季项目，六盘水市代表队在参与

的 10 项比赛中夺得 9 个冠军。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是六盘水推广冰雪运动的一个

缩影。连续 6 年举办贵州省冬季旅游滑雪季系列赛事活动，组织开

展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随着一项项措施的实施，既锻炼了冰

雪运动专业队伍，也激发了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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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头点缀片片晶莹雪花，流线型车身涂装渐

变冰雪蓝，伴随着悠长的笛鸣声，“瑞雪迎春”复兴

号动车组缓缓驶入京张高铁太子城站。这里是世

界上首座进入奥运村的高铁站，与北京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颁奖广场一街之隔。

2022北京新闻中心 2月 6日举行的北京、张家口

轨道交通服务保障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1月 21日至

3月 16日为冬奥服务保障期，其间京张高铁预计运送

运动员、技术官员和持票旅客将达 20万人次。

北京北站至张家口站 56 分钟，北京清河站至

延庆站 26 分钟、至太子城站 50 分钟……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客运段副段长李建方说，冬

奥专线实行“一站式”抵达，中途不停车，17 对复兴

号列车往返于北京冬奥会的 3 个赛区。

京张高铁，正拉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跑出“加速

度”。据介绍，京张高铁 2019 年底正式开通运营以

来，已累计开行列车近 8 万列，运送旅客 2739.6 万

人次。

京张高铁开通运营后，乘坐动车组到张家口

市崇礼区滑雪，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选择。“北

京人去崇礼滑雪，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方便。”北京

滑雪爱好者李莉深有感触，“以前从北京自驾去崇

礼，前后 4 个多小时，往返舟车劳顿。如今坐京张

高铁，上车打个盹儿，不到一小时就到了。”

冬奥服务保障期内——

京张高铁预计运送旅客20万人次
本报记者 史自强

实时监控气象观测数据质量，定时巡检赛道周边气象站……随

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驻场气象预报员高猛和同

事们也进入了赛时状态。

高效有力的气象服务，是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保障。风

速、降雪、能见度等气象要素，不仅对运动员人身安全、赛程安排有直

接影响，也和电视转播、交通运输等外围保障工作密切相关。在

2022 北京新闻中心 2 月 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延庆区委副

书记黄克瀛说：“为做好冬奥气象服务保障，我们成立了由 49 人组成

的冬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分中心，做好全方位的气象服务保障。”

据介绍，延庆赛区建成了“三维、秒级、多要素”的冬奥气象监测

网络，通过自动气象站、天气雷达等探测设备，提供了覆盖赛区及周

边的天气实时监测数据，为冬奥赛事和城市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监测

数据基础。2 月 12 日至 14 日，延庆赛区迎来自开赛以来的首场降雪，

延庆气象服务保障团队提前 8 天向延庆场馆群、延庆赛区运行保障

指挥部报告此次降雪过程，为各部门调度和应对部署打好提前量。

“降雪期间，我们还为高山场馆、雪车雪橇场馆、冬奥村等多个点位开

展滚动预报服务。”延庆区气象局局长闫巍说。

延庆赛区

做好全方位气象服务保障
本报记者 潘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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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倒计时之后，一颗“小冰壶”从折扇画境中飘下，历经水冰转

换，最终蜕变为奥运冰壶，一路飞驰滑向终点……

2 月 16 日，记者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冰壶比赛现场

看到，采用冰面投影技术，4 条赛道仿佛 4 块大屏，经过投影形成具有

强烈立体感的图像，效果令现场观众赞叹。

“冬奥会既是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也是一场文化盛宴。”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服务提供方负

责人常蓉说，本届冬奥会室内冰上场馆冰面立体投影主要展现五大

主题：中国文化、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潮流、中国故事，分别对应

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国家速滑

馆 5 个冰上场馆。

“冰面具有反射属性，要在冰面上实现裸眼三维立体的效果，技术

难度高，制作更复杂。”据冰面投影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投射出最佳影像

效果，项目团队精确测量、精准施策，将数字化内容细化到每个像素点，

与场馆、制冷设备方紧密协调，让每个画面的光影变幻细腻质感。

室内冰上场馆

冰面立体投影 实现光影变幻
本报记者 贺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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