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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队加油！红队加油！”新学期，安徽省

合肥市幸福路小学组织了一场冰壶比赛。“我

们设计了以冬奥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

们能够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合肥市幸福路

小学校长张海霞说。

近年来，安徽省多措并举，积极推动冰雪

运动的普及发展。2021 年安徽省共举办冰雪

赛事活动 180 场，实现 205 万人次上冰雪；自北

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实现累计超 1000 万

人次上冰雪。

走进市民生活，冰雪
运动备受欢迎

娴 熟 滑 行 ，激 烈 拼 抢 ，精 彩 打 门 ……安

徽省首届青少年冰球对抗赛日前在合肥市包

河区五环冰雪馆打响。

作为安徽首个综合类室内冰雪运动馆，

五环冰雪馆自 2021 年 10 月投用以来，开展了

青少年冰球分组对抗表演、中国冰雪大篷车

等系列活动。“目前冰场约有 600 平方米，可提

供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等项目的训练。”

场馆负责人张猛说，“馆内还设有安徽首条标

准冰壶道、模拟滑雪机等，专业的运动设施，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来到这里，感受冰雪

运动的魅力。”

8 岁的魏禹航是五环冰雪馆的常客，别看

他年纪小，却已有 4 年“冰龄”。说起孩子与冰

球的缘分，妈妈李旭阳说：“也是巧合，我们吃

饭的餐厅旁是个冰场，当时在进行一场冰球比

赛，孩子看得格外激动。”

李旭阳说，这几年，练习冰球成为孩子最

大的兴趣。“放学后去冰场，孩子为了抢时间，

就把晚饭带着，吃完就开练。”令李旭阳感到惊

喜的是，小家伙平时话少，但在冰场上特别自

信活泼。“看得出他是真心喜欢打冰球，从不叫

苦叫累，每次都是主动要求训练。”

在张猛看来，青少年群体是冰雪运动参与

和推广的主力。“在北京冬奥会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青少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冰雪运动，并产生兴

趣和热情，这有助于冰雪运动的长期发展。”

目前，五环冰雪馆里已经招募组建了 3 支

青少年男子冰球队，年龄均在 6—12 岁之间，

未来，还将适时组建青少年女子冰球队。此

外，相关团队正在联合北京体育大学开发“智

慧化体能测试评价系统”，积极推广冰雪运动

通过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走进市民生活。

融入地方发展，冰雪
产业效益显现

2 月 13 日上午，在安徽省岳西县石关乡的

大别山滑雪乐园里，来自合肥市的闫女士和丈

夫一起体验滑雪。“第一次上单板时都站不起

来，得靠别人扶着才行，后来请了一个教练，学

起来就快了。”闫女士说，“回合肥后准备找个

室内滑雪场好好训练，来年再挑战更高难度的

雪道。”

大别山滑雪乐园于 2015 年底建成并投入

使用，是安徽省第一座户外高山滑雪场，总面

积 4 万平方米左右。总经理柯存雍表示，滑雪

场营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 10 余万人次。周边

20 多名村民成为滑雪场正式员工，负责雪具发

放、雪场保洁，游客多时，还要招收几十名临时

工，极大促进了当地村民的就业。

距离大别山滑雪乐园不远处，有一家名叫

“许家老屋”的农家乐，老板汪月红是土生土长

的石关乡石关村人。2016 年，随着滑雪场的生

意越来越好，游客数量逐渐增多，汪月红把自

家房屋收拾一新，办起了农家乐。

“ 我 家 距 离 滑 雪 场 不 到 50 米 ，很 多 游 客

滑 完 雪 后 ，会 顺 路 过 来 吃 饭 。 食 材 新 鲜 ，再

加上厨艺不错，慢慢地农家乐的人气也就起

来了。”汪月红说，“一到元旦、春节假期，游客

太多，根本忙不过来，要从村里雇好几个人过

来帮忙。”

汪月红告诉记者，现在一个冬季就能有四

五万元的纯收入，再加上丈夫在外打工挣的

钱，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今年，我打算扩大农

家乐的面积，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探索体教融合，人才
培养渐成体系

2019年 9月，安徽省首个仿真冰冰球训练馆

在明光市的安徽省明光中学建成并投入使用。

为培养冰雪运动后备人才，明光中学 2019
年开办首届冰球班，聘请了专业教练团队。目

前，明光中学冰球队由不同组别的 6 支队伍构

成 ，队 员 总 计 150 人 ，其 中 女 生 人 数 占 40% 。

2020 年，明光中学获得“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称号，后经安徽省教育厅

推荐，被北京冬奥组委授予“奥林匹克教育示

范校”称号。

为支持明光中学发展冰球运动，明光市政

府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冰球场地建设改造、购

买运动器材等。明光中学在已有室内仿真冰

场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室外轮滑场地，为保障冰

球队伍训练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明光中学冰球队将进一步拓展人

才选拔范围，强化梯队建设，保证后续人才培

养，以向高校乃至国家级别球队输送优秀冰球

人才为长远目标。

2019 年，安徽省体育局与安徽新华学院联

合共建安徽省冰球队、轮滑冰球队，先后组织

500 余人参加球队的选拔和训练。除了着眼校

园，安徽省体育局还先后从省体操、赛艇、皮划

艇等队伍中输送了 148 名运动员，参加国家体

育总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冰球等 10 余个

冰雪项目的跨季跨界跨项选材，为支持北京冬

奥会备战作出贡献。

建场地、办赛事、兴产业、育人才—

安徽多举措拥抱冰雪热
本报记者 田先进

核心阅读

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举办为契机，“带动 3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在各地推进落实，有
力地推动了冰雪运动的普及发
展。安徽省近年来建场地、办赛
事、兴产业、育人才，多措并举拥
抱冰雪运动和产业发展契机。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3 月 18 日迎

来开幕式倒计时 100 天。目前，成都

已做好准备迎接大运会：49 个大运场

馆和大运村全部完工通过验收，13 个

配套交通项目建成通车；竞赛组织进

入全面冲刺阶段，大运火炬“蓉火”和

奖牌“蓉光”发布，大运火种完成交接；

18 个竞赛大项、269 个小项将迎来运

动员的精彩角逐……一场具有时代气

息、青春风采的国际体育盛会即将到

来，令人期待。

场馆建设体现
“绿色”办赛理念

成都市中心向东南 20余公里，春日

里的东安湖体育公园游人如织。在公

园的另一边，大运会开幕式举办场地东

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内，施工人员正

忙着做最后的冲刺。“我们正在对主体

育场内部进行提升改造，按照大运会开

幕式创意方案进行灯光、音响的设备安

装，确保开幕式顺利举行。”成都大运会

执委会开闭幕式部开幕式运行中心工

作人员黄谷说。

成都之北，大运会闭幕式举办场地

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绿意盎然。据了

解，公园整体景观设计融入天府文化、

凤凰文化、古蜀音乐文化，同时兼具国

际化风格；采用“海绵城市”设计，实施

屋面绿化技术和景观水生态平衡技术，

巧妙利用坡地高差首创生态隔声系统

设计，实现了公园低成本运营维护。

作为大运会服务保障重要的功能

载体，设在成都大学的大运村，以“建改结合”的方

式进行筹建，既满足赛时运行要求，又考虑赛后学

校教学和周边社区的使用，实现节俭办赛和可持续

利用。“目前大运村所有项目建设已全部完工，村内

配套设施顺利推进。”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大运村部

负责人介绍，大运村划分为运行区、国际区、居住区

和交通区，运动员注册、饮食、文化交流、健身在大

运村内都能一站完成。

记者从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了解到，成都大运会

设置比赛和训练场馆 49处，分布于 15个区（市）和在

蓉高校，目前已全部完工。49 个场馆中，13 个为新

建场馆，其余 36 个为旧馆改建提升，精选 22 个场馆

推进智慧化场馆建设，体现“绿色”办赛理念。

科技助力带来满满智慧元素

科技助力，为成都大运会带来满满智慧元素。

“大运元宇宙体验平台”让用户在手机端、机器

人端等设备体验成都美景美食和购物，

给国内外年轻人带来交流互动新体

验。大运村和“志愿者之家”等场所，通

过 4K 高清屏幕为参赛人员提供可视

化、智能化、趣味性健身训练。遍布东

安湖体育公园和川投网球中心的智慧

路灯“小白杨”，通过整合照明、交通视

频监控、WiFi、LED 信息显示屏等物联

网智慧设备，实现赛事与智慧城市管理

交融发展。“掌上大运”终端和智慧翻译

系统，可提供赛事提醒、赛事观看以及

导航、智能翻译等便捷高效服务。

2月27日，以赛事命名的“大运号”卫

星成功发射，实现了 AI卫星互联网首次

融入世界综合性运动会，为大运会提供

卫星数据通信、融媒体资源、碳中和监测

以及“大运星球”互动功能等方面服务。

“成都大运会将是展示成都科技

创新力量的一次盛会，不仅为新技术

提供运用价值，还创造更多本土科创

企业与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精准接轨

的机遇。”成都大运会执委会开发活

动部专职副部长苗峪源表示。

赛事筹办激发
城市运动活力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都大运会专

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于再清认为：“通过大

运会，市民能够增加对体育赛事和文化

交流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交

流大舞台，大运会和成都将成就彼此。”

“举办大运会，对于成都来说，不

仅向世界展示了城市形象，更会给城

市带来可感可知的能级提升。”成都

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志介绍。作为首批国家体育消

费试点城市之一，成都 2021 年居民体育消费额达

500 亿元，一大批年轻化、细分化的体育消费场景

和地标遍布全城，密织成网。

运动正成为这座公园城市的活力“新表达”。

2021 年夏，《成都市家门口运动空间设置导则》发

布，城市“金角银边”新建、改造的运动空间不断涌

现，社区“15 分钟健身圈”全面铺开。以贯穿成都

全域的天府绿道为纽带，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

益完善。目前，天府绿道上 1223 处体育设施已“连

线成片”，成为成都人身边的运动赛道。成都的全

民健身品牌项目“天府绿道健康行”，年均组织开展

天 府 绿 道 健 身 系 列 活 动 1000 余 场 次 ，参 与 人 数

1200 余万人次，实现“绿道建设到哪儿、活动开展

到哪儿”。

山水人城和谐相融，城市的运动活力被不断激

发。以赛为机，大运会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绘出绿色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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