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扬、王濛、范可新都是七台河人！北

京冬奥会范可新和队友夺冠那场比赛，我紧

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乘坐 G3605 次列车一路向北，得知记者

是前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后，坐在旁边的尚

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历数从七台河走出的冠

军，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世界大赛短道速滑项目发令枪打响，

七台河总会走到聚光灯下。培养 12 位冬奥冠

军和世界冠军，16次打破世界纪录，获得 7枚冬

奥会金牌、177 枚世界级金牌、541 枚国家级金

牌……这座人口不足 70 万的东北小城被誉为

“中国短道速滑之乡”，被中国奥委会颁授“奥

运冠军之城”奖杯。

短道速滑项目相对小众，如何能在七台河

扎下根？40多年间培养几代短道速滑名将，七

台河有何秘籍？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坐标

系，短道速滑给这座城市带来哪些改变？

带着这些问号，记者走进七台河。

一枚枚金牌
从杨扬、王濛到范可新，几

代短道名将由此滑向世界赛场

时至今日，范可新依然记得王濛在 2014年

索契冬奥会前对自己的嘱托：“要为国争光，

珍惜每一个站上赛场的机会。”

2022 年 2 月 5 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后首

个比赛日，范可新和队友顶住巨大压力，勇夺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冠军，为中国代表团

赢得开门红。

“这枚金牌我等得太久了！”一向坚强的

范 可 新 赛 后 泪 流 满 面 。 三 届 冬 奥 ，一 朝 梦

圆。荣耀背后，连缀起七台河短道速滑人几

十载接续奋斗的身影。

七台河，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倭肯河和挠力

河蜿蜒而过，每年有 4个月气温在零下 20摄氏

度以下，开展冰雪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2002年 2月，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决赛，七台河籍运动员杨扬第一个冲过终

点。中国实现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这振奋人

心的一幕，深深印在范可新的童年记忆里。

一年之后，9 岁的范可新开始练习短道

速滑。严寒中，她在户外冰场一圈圈滑行，

“身上冻得发抖，但心里热情高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定格下中国短道

速滑项目的高光时刻：来自七台河的王濛一

人包揽 3 枚金牌。“我要快到让别人追不上

我。”从电视转播中听到王濛霸气的话语，16
岁的范可新热血沸腾。

那一年，范可新正式入选国家短道速滑

队。别人滑 50 圈，她要滑 100 圈，弯道速度提

不上来，她就细抠每一个转弯动作。无数次

跌倒爬起，从替补到主力，直至 5 次加冕世锦

赛冠军，范可新愈加绽放光彩。但遗憾的是，

她的荣誉柜里唯独缺少一块冬奥会金牌。

经历了 2018 年平昌冬奥会“颗粒无收”，

范可新一度陷入低谷期。那些难挨的日子，

她总能想起在七台河挑灯加练的时光。

“短道速滑比拼的，不仅是技术，还有意志

力。”当范可新终于在北京冬奥会站上最高领奖

台，有个声音在心底回荡，“这一棒，我接上了。”

接棒，仿佛是七台河运动员刻在血脉里

的责任感。这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一茬茬

队员踏上冰场，在日复一日的滑行中书写传

承与超越的故事。

早些年，七台河的孩子都是在露天冰场

蹒跚起步。2013 年后，七台河体育中心室内

冰场投入使用。记者到访时，05 后运动员刘

福霖正和队友们练得热火朝天，“濛姐和可新

姐每次回来都给我们指导动作、传授经验。”

刘福霖小时候是出了名的“捣蛋鬼”，自从

穿上冰刀，他就像换了个人。北京冬奥会短道

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摘铜后，范可新俯身亲

吻冰面的场景，深深触动了刘福霖，“我多希

望有一天，自己胸前也能挂上冬奥奖牌。”

《少年的心藏下星辰大海》，这首七台河发

布的迎冬奥主题歌曲唱出刘福霖的憧憬：“月光

洒落在冰上，点亮几代人心中的梦想……一个

小城人的愿望，要让冠军长廊装点北方……”

一代代传承
许多基层教练几十年初心

不改，扎根冰场选材育才

七台河是一座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工

业城。当地人常说，七台河有两件宝，一是优

质煤炭，二是滑冰高手。

煤炭之城缘何走上冰雪运动之路？转

变，要从一位基层教练说起。

“我们都是孟庆余教练的学生。”七台河

市少儿短道速滑业余体校重点班主教练张利

增唠起往事。

孟 庆 余 出 生 在 哈 尔 滨 ，18 岁 来 到 七 台

河，在煤矿当采煤工人。1972 年，酷爱滑冰

的他参加合江地区冰上运动会，一举夺得速

度滑冰 3 项冠军。

市体工队邀请他去任教，设定目标：3 到

5 年带出一支叫得响的队伍。但孟庆余心里

有更高的追求。

七台河体育中心的荣誉墙上，两张黑白

照片引人注目：一张是破旧的体育场，一张是

拖着爬犁浇冰的孟庆余。“这就是七台河短道

速滑的起点。”张利增回忆。

那时候，训练条件很差。孟庆余每天凌晨

两三点起床，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低温，

拖着自制冰车一圈圈浇冰。他还自制器材，研

究训练方法，不断琢磨怎么能滑得更快一点。

老式冰刀鞋子柔软，脚踝晃荡，不好蹬

冰，孟庆余用一层层胶布把鞋子粘得梆硬；原

本用来打家具的红松，被他改装成训练用的

滑板。就这样“白手起家”，孟庆余把滑冰从

七台河人的闲暇爱好推向竞技体育道路。

上世纪 80 年代，短道速滑运动在国际上

刚刚兴起，尚未进入冬奥会。孟庆余眼光独

到，力主将七台河重点项目从速度滑冰转为

短道速滑，并且主攻女子项目。

“当时不少人提反对意见，但孟老师认为

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出色的弯道技术在短道

速滑中更具优势。”在张利增看来，这个决定

是七台河走上冠军之路的金钥匙。

1991 年，多年耕耘迎来收获，师从孟庆

余的张杰和队友在世界大冬会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比赛中夺冠。自那以后，更多运

动员从七台河滑向世界赛场，短道速滑成为

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

如今的张杰是七台河职业学院短道速滑

训练中心主教练。她的队伍中，不仅有七台

河本地队员，很多外地孩子也慕名而来。

北京冬奥会前，张利增被选调到国家集

训队任助理教练。“老一辈教练讲究经验传

承，现在更注重科学，运动员练体能、补短板

都有数据支撑。教练也不再是单枪匹马，需

要体能师、器材保障师、运动康复师在内的整

个团队协同合作。”张利增把这些先进经验带

回七台河。

七 台 河 之 所 以 被 称 为“ 手 握 秒 表 的 城

市”，正是许多甘为人梯的基层教练搭起金牌

之路。从当年 1 位教练、1 支队伍，到 16 名专

业教练、20 支短道速滑队；从训练“摸着石头

过河”，到打造“特色校—基础班—重点班—

省队—国家队”的人才培养输送体系……孟

庆余曾经的梦想已变成现实。一年又一年，

一批批由他亲手选拔和培养的优秀教练员，

接过他手中的秒表，继续扎根冰场选材育才。

一副副冰刀
基本实现“校校有冰场，人

人会滑冰”，打开更多人生可能

爱上短道速滑需要多久？“上一次冰！”13
岁的王佳卉和 11 岁的王佳越异口同声。5 年

前，母亲胡冰第一次把姐妹俩带到冰场，结果

孩子们穿上冰刀就不愿脱下。

在其他地方，一套积木玩具、一张游乐园

门票，足以令小朋友手舞足蹈。而在七台河，

很多孩子最期待的礼物是一副冰刀。

范 可 新 说 自 己 的 第 一 副 冰 刀 只 有 150
元，还是二手的。但她对这副冰刀视若珍宝，

每次训练完都磨得锃光瓦亮。

胡冰家里的鞋柜胡冰家里的鞋柜，，摆放着十几双冰刀和摆放着十几双冰刀和

鞋鞋。“。“在七台河学滑冰在七台河学滑冰，，吃饭吃饭、、住宿住宿、、训练都不训练都不

花钱花钱，，上下学的班车也是免费的上下学的班车也是免费的。”。”她表示她表示，，只只

要孩子愿意练要孩子愿意练，，家里肯定全力支持家里肯定全力支持。。

在七台河，短道速滑通向的不只是领奖

台，也让孩子们看到人生的更多可能。

摔倒、爬起、追赶、超越……张利增说，短

道速滑教会青少年坚持、竞争与合作，“他们

未来不一定成为专业运动员，但能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从而促进全面发展。”

走进七台河市第十五小学，训练房设施齐

全，学生们整齐划一做着陆地滑行动作。学校

短道速滑教练赵旭穿梭其间，耐心讲授要领。

作为“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的底气不

仅来自“金字塔尖”，更植根于坚实的“塔基”。

像十五小这样“从娃娃抓起”的短道速滑特色

校，七台河有 16 所。全市拥有在训运动员 622
名，是中国短道速滑项目后备人才储备最充

裕的城市之一。

2014 年，七台河开始推进“体教融合”。

学校丰富体育课供给，运动队拓宽选材渠道，

孩子学习和训练双出彩，家长也更

为支持。

七台河还是黑龙江省最早将滑

冰纳入体育中考的地区。到 2021
年，全市中考选择参加滑冰项目的学

生占比高达 97%，基本实现“校校有

冰场，人人会滑冰”。

运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离不

开完善的顶层设计。在七台河，相

关部门打破藩篱、整合资源，化“平

行线”为培育高水平短道速滑后备

人才的“同心圆”。

所有特色校统一训练计划、统

一训练内容、统一免费上冰、统一免

费接送、统一免费发放训练装备和

补贴，免去学校和家长的后顾之忧。市里在

人才编制周转池中专门拿出 10 个事业编制，

让曾经带来困扰的体育教练编制问题迎刃而

解。当地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每浇一块冰场

给学校补助 3 万元。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将同年龄段中肌肉

线条、协调性、爆发力等素质较为突出的学生

选拔进校队，启蒙短道速滑知识，让孩子们在

玩耍中夯实基本功。”赵旭介绍，校队队员每

周上冰两三次，成绩出众者可以参加业余体

校重点班的选拔。

从学校到专业队，好苗子从起步开始，就

能得到正规化指导和培训。2021 年，黑龙江

省首个“省队市办”基地落户七台河，相当于

开通直接向国家队推送短道速滑优秀运动员

的通道。

40 多年探索与实践，立足城市特点、选

准运动项目、发挥自身优势，七台河短道速滑

人才培养经验成为标杆，不少地市前来取经、

积极借鉴。

一次次前行
以短道速滑为轴，探索一

条冰雪经济特色发展之路

七台河桃山区山湖路起点，短道速滑冠

军馆高耸挺拔。推门而入，几代运动员用过

的 700 多双冰刀挂满墙壁。

从 2019年开馆，冠军馆成了七台河的新地

标。一件件实物、一尊尊雕塑、一张张图片，诉

说着七台河冰雪体育的蝶变历程。每逢开学

季，当地中小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前来参观。

2021 年，杨扬回到冠军馆，捐赠了自己

运动生涯的 10 枚世界大赛奖牌。望着冰刀

墙，她感慨万千：“七台河人骨子里有一股不

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也有一种自强不息、敢

为人先的拼搏态度。”

短道速滑给这座城市打下的印记不止于

此。漫步街头，形似冰刀的高铁站、承载荣誉

的冠军桥、随处可见的滑冰雕像令人惊叹，连

路灯上都刻着滑冰图案。

当地人对滑冰的热爱，早已变成一种生活

方式。“冬天到倭肯河上瞅瞅，就知道七台河为

啥出冠军了，全是滑冰的。”一名游客这样说。

曾有人担心，随着时代发展，老牌冰雪强

市的传统优势会不会弱化？

为了让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更持

久，这些年，七台河出台一系列政策，从鼓励

因地制宜建设户外冰场，到每年组织冰雪嘉

年华、大众冰雪季等活动。一到冬天，七台河

市民朋友圈“晒冰雪运动”蔚然成风。

当体育融入城市血脉，会变成一种全新

的生产力。与很多资源型城市一样，煤炭之

城七台河也面临转型困境。挖掘冰雪资源，

开拓冰雪市场，为城市发展拓宽了出路。

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锦标赛、全国短道速

滑联赛等赛事相继举办，促进了七台河冰雪

经济发展。围绕滑冰，聚人气、促消费、攒商

机，餐饮、住宿、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

北京冬奥会举办的东风也吹到了七台

河。“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在这

里得到生动实践。一条条冰雪旅游线路陆续

开发，“奥运冠军之城”招牌擦得更亮。

“为国家培养更多短道速滑人才是我们的

重要目标，未来将继续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

设，保障队伍集训转训，做强体育培训产业，打

造品牌赛事，探索出一条冰雪经济特色发展之

路。”七台河市体育局局长韩冬梅信心满满。

在七台河体育中心一侧，以第三块短道

速滑冰场为重点的全民健身中心拔地而起，

将于今年 10 月投入使用。在那里，新的冬梦

正在萌芽。

离开七台河时，华灯初上。一群孩子拎

着冰鞋，欢笑着走过身边。这座东北小城的

冰雪之路，仍在向前滑行。

■一线调研·走进体育之乡R

在中国体育的版图上，存在一些特殊

的地标：地域规模或许不大，却因盛行某

一运动项目而闻名，被称为“体育之乡”。

这片热土，厚植着优良的群众体育基础，

孕育出家喻户晓的冠军。人们在赞叹之

余，也时常疑问：为什么是这里？本版今

起推出“一线调研·走进体育之乡”系列

策划，探访冠军背后的故事，寻找地方体

育发展的密码。

——编 者

图①：范可新（左）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图②：2004 年，孟庆余在露天冰场指导

运动员。 七台河市体育局供图

图③：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外景。

赵 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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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苗寨梯田……近日，2023
贵州“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系列赛（从

江站）加榜梯田多项赛在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梯田景区举

行。上百名跑步爱好者穿过山林，途经

苗族村寨和层层梯田，在享受运动乐趣

的同时，感受着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

风情。

“这是一场特色之旅。”黔东南州别

样的地域风光给参赛者留下深刻的印

象。据了解，最近一个月内，黔东南州黎

平县、从江县、榕江县已陆续举办多场体

育旅游活动，吸引省内外众多体育爱好

者参赛体验。

体育为乡村发展带来新契机，为城

乡生活增添新色彩。近年来，各地依托

自然资源、风土民情，因地制宜开展体育

旅游、户外运动，一派蓬勃生机。位于山

东省滨州市的博兴县，依托麻大湖、黄河

等资源优势，积极打造精品赛事。2019
年，博兴县对麻大湖景区进行升级改造，

建设健身步道、自行车道，优美宜人的景

区环境不仅吸引了当地群众健身锻炼，

全国环麻大湖轮滑马拉松、全国轮滑球

比赛等众多赛事也在此举办。高品质赛

事纷纷举办，助力“体育+旅游”深度融

合，景区“动”了起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积极探索“体育+”融合发

展模式，不仅为地区发展开拓新思路，也为美好生活注入新

活力。日前，河北省首届全民健身大会暨河北省体育助力

乡村振兴系列活动骆驼湾站在保定市阜平县骆驼湾村举

办。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小山村，如今已成为休闲旅游打卡

地。如今，小山村更美了，乡村运动氛围更浓了，村民生活

更富裕了。

放眼大江南北，许多事例表明，体育已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城乡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人共享体育，体育造福人人。

当越来越多人参与体育运动，感受运动魅力，体育对地区发

展的综合价值将发挥得更充分，美好生活也会因此更加

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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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0日电 （记者李洋）国际滑冰联盟日前更

新了未来 4 个赛季的赛历，除了此前官宣的 2023—2024 赛季

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之外，又有 10 项国际滑联赛

事将落户北京。

上述 11 项赛事包含短道速滑赛事 5 项、速度滑冰赛事 5
项、花样滑冰赛事 1 项。其中，2023—2024 赛季将举办 3 项，

包括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第二站、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

奖赛总决赛和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三站；2024—2025
赛季将举办 3 项，分别是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第二站、国

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三站和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锦标

赛；2026—2027 赛季将举办 5 项，包括国际滑联速度滑冰四大

洲锦标赛、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第一站、国际滑联短道速

滑四大洲锦标赛、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三站和国际滑

联速度滑冰世界单项锦标赛。

上述赛事在北京举办，充分彰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对北京

办赛能力的高度信任，有利于管理好、运用好北京冬奥遗产，

也是北京再次向全世界展现“双奥之城”办赛水平和城市魅力

的重要机遇。

未来4个赛季北京将举办11项国际滑联赛事

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电 （王亮、杨磊）20 日，由国家体育

总局群众体育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等共同开展的

2023 年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在北京启动。

据悉，2022 年首届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累计报名参与人

数超 1396 万人，共有 109 家单位参与办赛，其中包括 50 余家

互联网平台、体育总局 10 个运动项目中心和 39 个国家级单项

协会、10 个省（区、市）体育部门。在此基础上，2023 年全民健

身线上运动会将通过扩大人群覆盖、创新参与方式、完善保障

与奖励机制等手段，力争助推线上运动会全方位升级。

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参赛通道更加便捷。除国家体育总

局官网等参赛入口外，2023 年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将全新上

线微信小程序，通过移动端口优化参赛渠道，力争实现“全年

龄段参与”和参与人数有新突破的目标。第二，赛事服务更加

精准。针对各地方不同的办赛环境和要求，本届线上运动会

还将提供个性化特色“赛事包”。通过虚拟交互技术的升级迭

代，创造运动人群线上交互云空间，为用户登录参赛及共享运

动数据提供便利。第三，运动场景更加丰富。本届全民健身

线上运动会还将引入二十四节气概念，根据不同节气的气温

特点，上线包括冰雪类、科技智能类等全类型超 60 个运动项

目，通过春、夏、秋、冬四季全覆盖展现丰富多样的群众运动

场景。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丁东介绍，本届线上运动

会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优势，让更多平台参与，共同开展相关

特色活动。同时，进一步加强科学指导，多渠道推进工间健

身，推广体育科普视频、线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线上达标

赛。此外，除知名运动员引领示范外，活动还将邀请更多基层

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健身达人参与。“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群众加

入科学健身锻炼的队伍，让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丁东说。

2023年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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