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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铺就的足球场地，玉米、辣椒装饰的球门，整装待发

的运动员，摇旗呐喊的啦啦队……近日，“幸福岛·稻梦杯”辽

宁省沈阳市首届雪地足球“村超”联赛打响，八强争夺赛在沈

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稻梦冰雪小镇举行。

“立新立新，焕然一新！”“小黑小黑，展翅高飞！”立新村辣

白菜队和小黑村蟹田稻米队展开争夺，热情的观众喊声震

天。场上球员来自附近村庄、企业单位，裁判则来自辽宁省足

球运动协会。作为沈阳市冰雪和温泉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这届雪地“村超”共有 24 支参赛队伍，采用五人制赛制，比赛

上下半场均为 20 分钟。

场地边，兴隆台街道党工委书记马玉娜一身东北特色花

棉袄，架起手机开始直播：“我们队员中有村党组织书记、种粮

大户、返乡大学生，还有非遗传承人、民宿管家，每支队伍的队

名都是各村特产特色的体现……”

赛场内，队员们拼抢激烈，雪花飞溅。立新村辣白菜队先

进 1 球，随后小黑村蟹田稻米队连得 3 分反超，并将优势保持

至上半场结束。

中场休息时，一场场精彩的歌舞表演不仅为队员们加油

助威，更让观众感受到浓浓乡情。

下半场，比赛节奏加快，双方战至 6∶6 平，比赛进入加时

阶段。最终立新村辣白菜队率先破门，赢得比赛，并成功晋级

八强。

“参加雪地‘村超’，不仅让我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也把大

家的心聚拢在一起！”立新村辣白菜队队长王健兴奋地说。

2022 年，王健从城市回到村里生活，现在是当地的种粮大户。

雪地“村超”还助力当地旅游发展。赛事举办期间，主办

方为游客设置了足球脚法赛、进球换特产等活动，雪地摩托、

雪圈冲浪、冰上单车、冰上陀螺等冰雪休闲项目则满足了合家

欢游客的需求。坐着景区小火车，穿过雪洞，去品尝石佛烤地

瓜、立新辣白菜、稻梦米线、米花糖等特色美食，文体旅融合发

展，丰富了人们的出行体验。

“举办雪地‘村超’，既让更多群众参与到健身运动中来，

也把沈北的乡村风貌展现到游客面前，让体育赛事带来的‘流

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留量’。”沈北新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

视局（体育局）局长杨树铭说。

辽宁沈阳—

雪地“村超”助力文旅消费
本报记者 胡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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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下

简称“十四冬”）尚未正式开幕，已有速

度滑冰、冰壶、跳台滑雪、北欧两项等

多个项目先期举行。部分竞技项目提

前举行是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惯例，而

作为北京冬奥会后首次举办的全国冬

季项目大型综合性赛事，“十四冬”为

人们带来不少新意。

此次比赛首次设置了群众项目，

展现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普及成果，更

是对“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积

极回应。在呼和浩特，群众项目的场

地设计颇有创意，办赛方将越野滑雪

和速度滑冰赛场结合，选手们内圈滑

冰、外圈滑雪，赛场上氛围热烈。场地

旁还设置了群众娱乐区，观众既能近

距离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又可以观

赏冰雕、感受雪趣。不仅如此，“十四

冬”群众比赛场馆赛后将向市民免费

开放，“全运惠民”持续推进。

与往届冬运会以地市为参赛单位

不同，“十四冬”的参赛队伍第一次以

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展示了中

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深入

推进的成果。在“十四冬”群众项目速

度滑冰 2000 米混合团体赛中，四川队

获得第三名，这让第一次参加冬运会

的四川代表团兴奋不已。此外，重庆、贵州、香港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等代表团也是首次亮相冬运会，中国冰雪运动范

围不断拓展。

“十四冬”拥有完备的赛场设施，办赛水平“升级”成为

我国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北京冬奥会后，一

批具备国际水准的冰雪场馆、赛事运营人才持续为我国冰

雪运动发展贡献力量。此次冬运会北欧两项和跳台滑雪比

赛均在河北崇礼的冬奥场地举行，由参与过北京冬奥会服

务的工作人员提供赛时保障。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为我国后

续举办高水平冰雪赛事留下宝贵财富，这也将持续惠及冰

雪运动的长远发展。

因为“十四冬”，这个冰雪季更加精彩纷呈，中国冰雪运

动的精彩也将不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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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十四冬”，这个
冰雪季更加精彩纷呈，中
国冰雪运动的精彩也将
不断延续

2 月 1 日，第四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

会在韩国江原道落下帷幕。经过十几天的激

烈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 6 金 9 银 3 铜，

创历届冬青奥会最好成绩，实现了锤炼队伍、

积累经验、提升水平的目标，为备赛 2026 年

冬奥会积蓄力量。

冬青奥会是青少年运动员展示自我、奋

勇拼搏的舞台，也是小将们向冬奥会迈进的

重要台阶。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单板滑

雪运动员克洛伊·金，都是在冬青奥会上崭

露 头 角 ，进 而 站 上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最 高 领 奖

台。本届赛事是北京冬奥会后，中国首次组

队 参 加 冬 季 项 目 国 际 综 合 性 运 动 会 ，56 名

青 年 运 动 员 赛 出 了 水 平 ，在 赛 场 尽 显 青 春

风采。

短 道 速 滑 是 中 国 队 的 传 统 优 势 项 目 。

本 届 冬 青 奥 会 ，中 国 短 道 速 滑 队 派 出 李 金

恣、杨婧茹、张柏浩、张心喆参赛，4 人均有

金牌入账。在女子 1500 米决赛中，小将杨

婧茹和李金恣通过战术配合，最终杨婧茹夺

得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事的首金，李金

恣获得亚军。随后，李金恣和杨婧茹又包揽

女子 1000 米冠亚军，帮助队伍夺得混合团

体接力金牌。

16 岁的张心喆在短道速滑中短距离项

目上展现出强劲实力，夺得男子 1000 米金牌

和 500 米、1500 米银牌。另一名男选手张柏

浩夺得混合团体接力金牌。

本次中国短道速滑队派出的 4 名队员中

有 3 名是参加完“十四冬”的比赛后，无缝衔

接 到 冬 青 奥 会 赛 场 ，队 员 们 调 整 状 态 时 间

短 。“队员们非常团结，打出了凝聚力。面对

强手敢打敢拼，很好地执行了教练布置的技

战术。”在教练刘晓亮看来，中国短道速滑项

目 呈 现 多 点 开 花 的 局 面 ，具 有 一 定 的 人 才

储备。

速 度 滑 冰 项 目 的 比 赛 同 样 引 人 关 注 。

中 国 队 选 手 潘 宝 硕 和 刘 昀 琪 分 别 在 男 子

1500 米和女子 1500 米比赛中获得银牌。在

之后的混合接力决赛中，两人组成搭档，在

最后一圈实现超越，以 0.04 秒的优势夺得金

牌。最终，中国队在速度滑冰项目收获 1 金

3 银 1 铜。

冰 上 项 目 捷 报 频 传 ，雪 上 项 目 也 看 点

十 足 。 在 自 由 式 滑 雪 女 子 U 型 场 地 技 巧

决 赛 中 ，刘 奕 杉 和 陈 紫 菡 分 获 冠 亚 军 。 16
岁 的 刘 奕 杉 ，3 年 前 才 开 始 练 习 自 由 式 滑

雪 ，经 过 一 系 列 大 赛 历 练 ，技 术 进 步 很 快 ；

14 岁 的 陈 紫 菡 曾 练 习 武 术 ，在 自 由 式 滑 雪

项 目 上 颇 具 天 赋 。“ 接 下 来 会 继 续 冲 击 高

难 度 动 作 ，希 望 能 站 上 更 高 的 赛 场 。”刘 奕

杉说。

中国队在本届冬青奥会上实现了很多

“第一次”——16 岁的匙翔宇为中国队摘得

第一枚冬青奥会雪车奖牌、中国女子冰球队

拿下第一枚冬青奥会冰球奖牌、冬青奥会高

山滑雪速度类项目首次出现中国选手的身

影……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中国冰雪运

动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往“冰强雪弱”的现象

得 以 改 善 ，各 项 目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持 续

增强。

中国在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过程中注

重发展冬季项目所付出的努力，如今正在结

出硕果。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相信

中国运动员将在未来的冬奥会中取得更大

成功。”

冬青奥会，6金 9银 3铜

中国队实现多个“第一次”
本报记者 李 洋 季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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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春 2月 1日电 （记者郑智文）日前，吉林省发布地

方标准《滑雪场所巡查救助人员管理规范》，该标准由吉林省

体育局组织起草编制，于 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据悉，该标准旨在解决吉林部分滑雪场所存在的巡查救

助人员数量不足、服务不规范、救助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对滑

雪场所巡查救助人员进行科学管理，规范巡查、救助行为，明

确工作范围、内容，进而提升滑雪场所巡查救助人员的服务能

力和水平，进一步保障大众安全参与滑雪运动，助推滑雪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

吉林省发布滑雪场所
巡查救助人员管理规范

增强体能，是运动员提高竞技水

平的重要课题。近日，本报记者走近

国家队运动员，通过一堂别开生面的

体能课、一次高手众多的体能测试、一

条上升的体能变化曲线，探访国家队

如何创新体能训练方法，帮助运动员

提升竞技表现。

—编 者

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能课

一条“扁担”，两端挂上摇摇晃晃的杠铃

片、水球，重量不轻。国家举重队队员蒋惠

花绷紧身体，专注地挑着“货物”绕过障碍

物，完成了一次形式新颖的抗阻训练。

“ 举 重 是 对 抗 地 心 引 力 的 运 动 项 目 。

充当‘扁担’的长杆有弹性，上面绑着的杠

铃片和水球会晃动，这就要求运动员要稳

稳收紧躯干中部，在不平衡中寻找平衡。”

国家女子举重队副主教练吴美锦介绍，体

能训练对专项训练有促进和支撑作用，通

过创新体能训练方法，可以帮助运动员提

升 稳 定 性 ，同 时 还 能 起 到 防 伤 防 病 的

效果。

针对不同运动员，“扁担”的负重不同。

奥运冠军李雯雯作为最大级别的运动员，挑

起的担子也最重。

“刚开始练的时候很不适应，‘扁担’很

重还晃得厉害。这就需要控制住身体，顺

着‘扁担’的劲儿走，这样才能走得又快又

稳。”如今，李雯雯已经掌握了这项训练的

诀窍。

每周五，是吴美锦训练组的体能课。除

了挑担折线走，还要训练抱水球原地纵跳、

不稳定哑铃摆举、垫木壶铃提拉、两点支撑

哑铃划船，4 个动作一组，每组 10 次。

举重项目不仅注重力量，还有极强的技

术含量。“举重的发力和支撑，需要全身肌肉

‘协同作战’一气呵成，因而不能轻视小肌肉

群的力量训练。”吴美锦表示，体能训练要与

专项特点相结合，以体能强专项。

对于体能训练，李雯雯一度抱有畏难

情绪，“我知道体能是我的薄弱环节，那就

咬牙去做。坚持下来后，确实感受到自己

的进步。”

随后，队员们到篮球馆进行锻炼心肺功

能和反应能力的小游戏，输的队员要做波比

跳作为“惩罚”。“用游戏、比赛的形式带动训

练，大家劲头更足了。”李雯雯笑着说。

汗水伴随着欢声笑语，队员们结束了两

个多小时的体能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训练

中，实现梦想的路径逐渐变得清晰。

一场高手众多的体能测试

一个测力台、一台电脑，国家举重队队

员侯志慧双手扶髋下蹲起跳，然后高高跃

起，稳稳落在测力台上。

“59.37 厘米。”工作人员报出成绩。

“哇！第一名！”一旁的显示屏显示出实

时排名，人群中传来赞叹。

侯志慧的第三次尝试，创造了她当天的

最好成绩。这是 2023 年底国家队冬训体能

大比武的第一个项目——纵跳，以此测试运

动员的下肢爆发力。举重队包揽了这一项

目的男子、女子前三名。

这次大比武共设 6 个项目，对运动员的

力量、爆发力、速度、灵敏性、无氧能力、有氧

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既是对冬训效果

的检验，也为运动员补短板、提技能提供科

学指导。

此次参加体测的 143 名运动员来自 10

支国家队，被随机分成 15 组，每组尽量是

来 自 不 同 项 目 的 运 动 员 。 跳 水 队 队 员 全

红婵、举重队队员李雯雯，这两位身高、体

重 差 异 明 显 的 奥 运 冠 军 就 被 分 在 了 同

一组。

“混合组队虽然增加了组织难度，但提

升了比拼氛围，也让来自不同项目的运动

员彼此激励、相互学习。”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 科 研 所 体 能 训 练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李 清

正说。

大比武的第二项是大腿中部拉，以此测

试运动员的下肢力量和爆发力水平。当测

试人员下达“开始”口令后，运动员要尽可能

快地用力蹬地，并保持 6 秒最大发力。

李雯雯是东京奥运会女子 87 公斤以上

级举重冠军，还保持着该级别抓举、挺举和

总成绩世界纪录。当李雯雯进行该测试时，

她展现出的力量让围观者连连惊呼。不过，

该测试标准为单位体重峰值，评估的是运动

员每公斤体重的最大力量。因而，相较于李

雯雯，体重轻了 100 多公斤的全红婵成绩反

倒更优。

在冬训体能大比武现场，运动员们按照

分组进行热身，之后前往篮球馆进行纵跳等

四项比拼，然后转至田径馆，进行 30 米冲刺

跑和 3000 米跑。

经 过 激 烈 角 逐 ，最 终 ，羽 毛 球 队 队 员

蒋 振 邦 、游 泳 队 队 员 张 雨 霏 分 别 获 得 男

子 、女 子 个 人 全 能 奖 第 一 名 ，国 家 羽 毛 球

队、国家跳水队和国家田径队分获团体奖

前三名。

“第一次和这么多不同项目的国家队运

动员同场竞技，是全新的体验。”蒋振邦说。

乒乓球队队员林高远则感慨这次比赛让他

更意识到自己在力量上的不足，“要在接下

来的训练中有针对性地提高。”

一条上升的体能变化曲线

早上 8 点刚过，一段“广场舞”在游泳馆

泳池边热情开跳。伴着流行音乐，张雨霏用

一套动作“唤醒”肌肉，开启了一天的训练。

“经过几个月的适应，大家从最初的‘扭

扭捏捏’，变成了现在的‘不跳不欢’。”国家

游泳队体能训练师呙俐说。把水下技术动

作融入舞蹈，以跳舞的形式来热身，是她的

创新举措。此外，她还设计了三人传球、听

声接球等互动游戏，让队员在轻松的氛围中

增强身体协调性和反应能力。

过去一年，福冈游泳世锦赛、杭州亚运

会以及全国游泳冠军赛等国内外赛事接踵

而至，游泳队在比赛间隙进行了 6 次全队体

能比武测试。一项项数据连点成线，直观反

映了运动员的体能变化趋势。

“ 数 据 不 断 积 累 ，对 教 练 组 及 时 掌 握

运动员的体能状态、制定针对性体能训练

计划，以及顺利完成各项比赛任务起到了

重 要 作 用 。”游 泳 队 体 能 组 负 责 人 王 明 波

说 。 2023 年 10 月 ，游 泳 队 为 重 点 运 动 员

进行了全面的身体素质和能力摸底检测，

短板和弱项一目了然，冬训的方向更加明

确了。

游泳队教练崔登荣每天穿梭在游泳馆

和体能馆之间，密切关注着组内队员的训练

情况。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动态调整

训练侧重点，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张雨霏这次冬训的重点之一，便是提

高最大力量、爆发力耐力等专项能力。体

能馆内，她负重 50 公斤做引体向上，抱着

60 公斤重的杠铃片进行腰背肌训练……

这 样 的 体 能 课 ，往 往 一 上 就 是 两 三 个

小时。

深蹲跳箱动作能有效锻炼下肢跳跃能

力，进而转化为游泳比赛时出发起跳和池

中转身的能力。张雨霏曾在这项训练中受

伤，每次面对跳箱都容易紧张。但她努力

克服内心障碍，一次次尝试，在不断突破的

跳跃高度中收获了自信。

在崔登荣教练组，张雨霏和男子 200 米

蛙 泳 世 界 纪 录 保 持 者 覃 海 洋 是 训 练“ 标

兵”，二人不仅经常给自己加练，还帮助其

他队友。 2023 年底的国家队冬训体能大

比武，女子个人全能奖第一名的好成绩让

张雨霏喜出望外。“这说明我近期的训练是

有效的。”她说，“只要坚持努力，汗水不会

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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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国家举重队队员李雯雯进行体

能训练。

袁雪婧摄（人民视觉）

图②：国家举重队队员丁红杰（中）进

行纵跳项目测试。

新华社记者 雒 圆摄

图③：国家游泳队队员张雨霏（左一）

进行体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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