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 上 冰 球 需 要 多 久 ？

北京市十一学校学生周嘉

禾的答案是：一场比赛。在

2022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

际冰球联赛初中组比赛中，

他和队友在冬奥场馆国家体

育馆成功卫冕。这项比赛的

起源，是 2012 年几名学生家

长发起的校际冰球友谊赛，

当时只有 3 所学校参赛。10
年间，这个属于孩子们的冰

球联赛，成长为千人参与、百

队竞争的品牌赛事，吸引了

众多青少年爱上冰球。

冰球爱好者的范围还在

不断扩大。首届昆明市青少

年冰球联赛日前火热进行，11
支队伍在 3 个年龄段的多轮

次联赛中展开较量，最小组

别 有 的 参 赛 选 手 还 不 满 6
岁。正是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的筹办和举办，让冰雪

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持续深入，让昆明的孩子

们也能感受参与冰球运动的快乐。

从娃娃抓起，是冰雪运动普及的发力点。

在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和临近的新世界实

验小学等学校合作，帮助学校组建冰球、花样滑

冰队列滑队，孩子们的体育课也常“搬”到冰场

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更加

巩固。

如今，丰富多彩的冰雪赛事活动遍布各地，

大众参与热情持续高涨。第九届全国大众冰雪

季日前在黑龙江哈尔滨启动。据介绍，系列活

动从 2022 年 12 月 24 日持续至 2023 年 4 月，计

划开展各级各类群众冰雪赛事活动 1499 项，其

中活动 696 项、赛事 689 项、冰雪嘉年华及其他

综 合 性 活 动 等 114 项 。 此 外 ，不 少 南 方 省 份

2022 年举办省运会时也开设了冬季项目，进一

步激发了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从建设冰雪场地设施，到丰富群众赛事活

动供给，再到探索冰雪场馆四季运营，冰雪运动

融入生活，全民健身也因此呈现多彩图景。

大
众
冰
雪
运
动
热
度
不
减

本
报
记
者

李

洋

杨
文
明

“一墩又难求！”2022
年 12 月 29 日，听说“冰墩

墩 ”家 族 迎 来 新 成 员“ 兔

墩 墩 ”，记 者 中 午 赶 往 北

京王府井工美大厦，却发

现 9 点半开售的系列产品

已然售罄。

按惯例，“冰墩墩”元

素将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转为奥林匹克历史知识产

权，在国际奥委会全球特

许经营计划框架内继续开

发相关产品。“兔墩墩”的

开发是中国奥委会与国际

奥委会进行反复沟通与协

商，形成以北京冬奥会历

史知识产权为主的合作方

案，实现了奥林匹克历史

知识产权的再利用，2022
年 12 月 28 日以兔年特别

版的形式回归大众视野。

在 北 京 市 滑 雪 协 会

副主席伍斌看来，抢手的吉祥物，体现了北京冬

奥会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直接作用在

消费者身上的。”伍斌说，“从需求端来说，北京

滑雪人次从 2014 年的 1000 万，上升到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之前的 2100 万左右。”据国际奥委

会发布的《北京冬奥会市场营销报告》显示，共

有创纪录的 20.1 亿人通过广播电视和数字平台

观看了北京冬奥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由衷

赞叹：“北京冬奥会是数字化参与程度最高的一

届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对冰雪产业供给端带来的变

化，伍斌认为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据统

计，2014 年全国共有 400 家左右滑雪场，到 2022
年已经超过 700 家；在首钢园举行的 2022 国际

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吸引了近 30 个国家和

地区的 600 余个品牌参展，展现了对中国冰雪

市场的信心；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2 冰雪产

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

在 2021 年达到 57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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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年轻的花样滑冰选

手 伴 着 旋 律 ，在 冰 面 起

舞。北京冬奥会赛时，这

里是速度滑冰项目比赛场

地。经过赛后规划调整，

“冰丝带”如今实现了分区

域开放：中心区冰场主要

开展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等运动的培训活动，外圈

的速度滑冰赛道则接受滑

冰爱好者预约，满足大众

多样化的运动需求。

“‘冰丝带’采用二氧

化 碳 跨 临 界 制 冷 制 冰 技

术，这座北京冬奥会唯一

新 建 的 冰 上 竞 赛 场 馆 充

满‘智慧’：冰面通过分模

块控制，能满足多个冰上

项目的运动需求，而且具

备 环 保 和 可 持 续 特 点 。”

北 京 国 家 速 滑 馆 经 营 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武晓南说，“冬奥

会后，我们更注重场馆的公益性，努力将‘冰丝

带’打造成连接大众和冰雪运动的纽带。”2022
年 7 月，“冰丝带”正式开放，原汁原味的冬奥场

景、周到的服务，吸引着大批冰上运动爱好者前

来体验冰上运动乐趣。

据介绍，“冰丝带”通过规划运营，还能为专

业运动员训练提供保障。速度滑冰国家训练营

就在“冰丝带”举办，国家集训队总教练兼领队

李琰说，从冰场保障到设施维护，“冰丝带”的工

作人员都非常专业，为运动员提供良好的训练

环境。

据了解，冬奥场馆以多种形式向公众开放：

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日前举办了面向青

少年的滑雪赛事，完善的冬季运动和山地度假

设施投入赛后利用；北京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打

造了冬奥旅游线路，游客在参观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同时还可以入住冬

奥村；首届京张冬奥场馆定向赛将张家口赛区

多个冬奥场馆串联起来，将场馆利用与冰雪旅

游进一步融合。对此，武晓南说：“利用好冬奥

场地设施，是冬奥成果融入生活、惠及长远的最

直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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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既有场馆设施等物质遗产，也有文化和人才

遗产，这些都是宝贵财富，要充分运用好，让其

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能，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

益最大化。”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为

我国冰雪运动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促进了我国

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冬奥遗产多角度助

力经济社会发展，也让冬奥会的精彩延续到赛

场之外。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之后的首个冰雪季，

各地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呈现新的气象。

京冀两地，北京冬奥会场馆场地对大众开

放，成为健身打卡新地标；上海、广东、云南等省

份的室内雪场冰场越来越多，为大众健身提供新

选择；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地民族风情、自然风

光与冰雪资源相融合，冰雪旅游方兴未艾……

从积极面向大众开放，到引入高水平竞技

赛事，再到努力探索四季运营，建设利用好冰雪

场地设施，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已经融入中国

体育的发展之中。“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对世界冰雪运动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带动大众冰雪运动普及，到推进老工业

园 区 升 级 改 造 ；从 加 强 体 旅 融 合 提 升 生 活 品

质，到促进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北京冬奥会

在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

展等七大领域创造了丰厚的成果。管理好、运

用好北京冬奥遗产，既是“实现冬奥遗产利用

效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坚持办赛和服

务人民、促进发展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下一步，

要通过进一步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把群众冰

雪 运 动 热 情 保 持 下 去 ，让 冰 雪 运 动 走 进 千 家

万户。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在青少年中产生了

巨大影响。无论在冰雪场馆还是培训机构，一

张张充满朝气的面孔展示着中国冰雪运动的勃

勃生机，也让人们对中国冰雪运动的前景充满

信心。

冰雪运动，魅力无限。如今，冬奥成果为人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增添光彩，为城市绿色可持

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奥林匹克运动“一起

向未来”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坚持冬奥成果人

民共享、融入生活，冬奥盛会所铺展的冰雪画

卷，将续写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冰雪运动未来更精彩
晨 曦

■体坛观澜R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举办的重大标

志性活动。我们要积极谋划、接续奋斗，管

理好、运用好北京冬奥遗产。”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冬奥盛会之后，又一个冰雪季

如约而至。一年间，冰雪文化日益普及，场

地设施不断健全，冰雪产业逐渐兴起，赛事

活动日趋丰富……北京冬奥的场馆设施等

陆续向公众开放，大众冰雪运动热情持续

高涨，成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强音。

——编 者

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人工造雪

机在工作中。 王 波摄（影像中国）

滑雪爱好者在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挑战

跳台滑雪。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内蒙古赤峰，游客在道谷南山滑雪场嬉雪。

李 富摄（人民视觉）

“冰墩墩”兔年特别版“兔墩墩”。

北京冬奥组委供图

游客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嬉戏。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云南昆明，小球员在市首届青少年冰球联

赛比赛中。 徐 俊摄（人民视觉）

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十七届冰雪欢乐季

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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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新年

贺 词 中 说 ，北 京 冬 奥 会 、

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冰雪

健儿驰骋赛场，取得了骄

人 成 绩 。 这 让 我 为 自 己

‘ 从 火 到 冰 ’的 转 型 感 到

特 别 自 豪 。”刘 博 强 因 北

京 冬 奥 会 、冬 残 奥 会 举

办，实现了从首钢园炼钢

工 人 到 专 业 制 冰 师 的 职

业转换。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后，他加入了北京

冬奥精神宣讲团，与大众

分 享 自 己 的 冬 奥 故 事 。

站上讲台，刘博强总是心

潮 澎 湃 ：“ 没 有 这 个 伟 大

的时代，就不会有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

办，服务北京冬奥的经历

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2022 年 8 月 18 日，北

京 冬 奥 精 神 主 题 展 览 在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奥林匹克塔开展。刘博强

随宣讲团进行的驻场演讲，成为展览的重点内

容之一。9 月至 11 月的每个周末，宣讲活动都

在奥林匹克塔一层大厅进行。在北京冬奥奖

牌、火炬、吉祥物、徽章等系列实物展品环绕下，

刘博强向公众详细讲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申办、筹办、举办的精彩历程。“倡导绿色低碳生

活，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培育良好社会风气……

我相信，北京冬奥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将继续

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刘博强说。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

推进伟大的事业。广大参与者、奋斗者在冬奥

申办、筹办、举办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胸怀大

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

北京冬奥精神。

“2022 年对中国冰雪运动员来说是极不平

凡的一年，筑梦冰雪，圆梦奥运，无数个激动人

心的瞬间，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冠军徐梦桃说。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

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了精湛技艺和昂扬斗志，

不仅创造了我国参加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历史

最好成绩，更极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向世

界展示了更加开放、自信、可敬的中国形象。

而今，新的冰雪赛季如约而至，广大冰雪健

儿将在各自赛场上，继续用行动诠释北京冬奥

精神。2023 年 1 月 3 日，在中国冰雪运动的“大

本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看

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为国争光的信念又一次

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荡。

“我们一定会同舟共济、众志成城、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继续用奋斗再创佳绩。”徐梦桃

说。新年新气象，中国冰雪运动开启新征程的

号角已然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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