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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在第九届

亚冬会主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

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对本届

亚冬会的筹办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筹

办工作“非常高效、专业”，“相信这届亚冬会

会非常精彩。”

侯赛因·穆萨拉姆表示，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里，中国就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准备好了城

市接待、场馆设施以及所有举办亚冬会所需

要的条件，“我很高兴看到，冰雪运动在亚洲

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

本届亚冬会，有来自亚洲 34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200 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规模创造历

届亚冬会之最。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宋鲁增表

示，冰雪运动近年来在亚洲发展非常迅速。

发布会上，亚冬会组委会大型活动部副

部长、新闻发言人周巍介绍了本届亚冬会开

幕式的相关情况。第九届亚冬会开幕式将于

2 月 7 日晚在哈尔滨举行。据悉，经过 10 余

次全流程彩排和 3 次全要素演练，开幕式各

项筹备工作已就绪。

周巍表示，本次开幕式总时长约 80 分钟。

其中，仪式部分约 50 分钟，文艺演出、点火部

分约 30 分钟。文艺演出将以“冰雪同梦   亚

洲同心”为主题，上篇介绍哈尔滨厚重的冰雪

文化和梦想情怀，中篇讲述中国冰雪运动的

发展跨越及全民热潮，下篇展现亚洲人民冰

雪同梦的情感连接和携手同行。

据了解，本届亚冬会开幕式将采用主分

会场相结合的呈现方式，主会场设在哈尔滨

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分会场设在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文艺演出还将运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为观众打造全景沉浸式的观看体验。

根据赛程安排，本届亚冬会首枚金牌将

于 2 月 8 日上午产生。冰球、冰壶比赛由于参

赛队伍较多、赛程较长，已分别于 2 月 3 日和

4 日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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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抚仙湖畔游人如织，体验帆

船运动成为不少游客的新“节目”。

风吹帆鼓，船身渐渐倾斜。坐在一侧

船舷上，后背逐渐贴近水面，水击船舷的

“哗哗”声清晰可闻。站在船头，帆船教练

杨金鹏转舵、拉动帆索、回正船身，带着船

上的游客乘风前行。

抚仙湖位于云南省，是我国著名的深

水型淡水湖泊。近年来，帆船运动在澄江

市兴起，体旅融合成为这里的特色名片。

与水亲近、与浪搏击，抚仙湖畔掀起帆船运

动的热潮。

一场国际赛事带来的
新机遇

碧水荡漾，一艘艘帆船错落“撒”在广

阔的湖面上，有的丝滑航行，有的则表演起

甩尾漂移。杨金鹏是澄江市抚仙湖矣渡湾

帆船训练基地的教练，上大学期间爱上帆

船运动。2016 年，一次与邓新强的碰面让

他发现，“在云南也能玩帆船”。

邓新强是云南云湖水上运动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也是最早在抚仙湖推广帆船运

动的人。

“2011 年 我 看 了 一 场 帆 船 表 演 ，很 震

撼，从那以后开始练习帆船。”2013 年，邓新

强在澄江市海口镇矣渡村成立了当地第一

个帆船基地。

“开展帆船运动，抚仙湖优势明显。”云

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户外运动生态研究

中心主任杨雪芹介绍，抚仙湖湖面开阔，湖

水总体保持Ⅰ类水质，风向、风力较稳定，

气候舒适，是高原内陆湖泊中适宜开展帆

船运动的水域之一，“无动力帆船主要依靠

风前进，对水质几乎没有影响，这也符合生

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虽有开展条件，但帆船运动在抚仙湖

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抚仙湖的游客很

多 ，但 10 年 前 大 众 对 帆 船 运 动 的 兴 趣 不

高。”邓新强说。

转机发生在 2018 年。国际珐伊 28R 帆

船世界锦标赛的举办，为抚仙湖发展帆船

运动带来了新机遇。这也是我国高原内陆

湖泊举办的第一场国际性帆船赛事。这一

年，杨金鹏刚来到帆船基地工作，见证了这

场赛事的热度，“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 支队伍参赛，不乏专业选手。”

以景促赛、以赛带游，大众对帆船运动

的兴趣随之高涨，主动前来咨询、预约的游

客越来越多。

游客需求不同，帆船玩
法不同

帆船怎么玩？“游客想要拍照，我就把

船开到独家‘机位’；想要‘沉浸式’体验速

度与激情，我就在风力允许的情况下，加大

帆船倾斜角度。”杨金鹏说，“游客有不同的

需求，帆船就有不同的玩法。”

游客杨先生一家从昆明自驾来到抚仙

湖，提前预约了帆船体验，“欣赏抚仙湖风

光，让孩子亲近自然，一家人留下了很多美

好的回忆。”

体验过帆船运动的酷炫，刘超亚选择

更进一步：考帆船“驾照”。刘超亚是矣渡

村一家咖啡店的店长，也是户外运动爱好

者。2020 年，他参加了帆船培训课程，在他

看来，“开船是一件很酷的事。”

“学员学习帆船驾驶，在不同阶段有不

同的收获。”杨金鹏介绍，学员入门时要重点

学习基本技能，搞清楚风与帆的关系、学习

绳索打结等知识，培养独立在水上处理问题

的能力。进阶后便可尝试自己驾船沿岸巡

航，或者组队参加长途航行的帆船拉力赛。

教学之余，杨金鹏也常参加赛事。“帆

船运动不只锻炼体能，还能增强自主判断

力及团队协作能力。”杨金鹏说，在远距离

比赛中，船队常用的球帆需要 6 根绳子操

控，想要快速升帆，离不开船员之间默契

配合。

抚仙湖畔，帆船运动正逐渐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考到初级帆船“驾照”后，刘超

亚喜欢每天清晨开船到抚仙湖上“漂”一会

儿，“我最享受的是捕捉到风的那一刻，身

心都很舒适。”

“近年来，体验式、个性化的游玩需求

不断涌现，很多游客希望能来这里享受一

段慢生活。”杨雪芹介绍，帆船运动兼具竞

技性与观赏性，受众日渐广泛。

澄 江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副 局 长 张 和 平 介

绍，近年来，抚仙湖帆船运动规模不断扩

大。从 2013 年至 2024 年，入湖帆船数量从

20 余条增至 116 条，获得入湖许可证的船

只数量达 207 条，获得许可的帆船经营单位

也从最初的 2 家增至 12 家。

风光“变现”，山水“生金”

船多、游客多、活动多，抚仙湖发展帆

船运动，如何兼顾生态保护要求？

“我们一方面严格按照《云南省抚仙湖

保护条例》进行监管，所有入湖船只都需经

审批发放入湖许可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

湖内船只更新换代，提升环保性能。”澄江

市抚仙湖管理局局长韩国辉说。

“将老旧的脚踏船置换成帆船，既提升

了环保、安全性能，也进一步满足大众休闲

娱乐的需求。”韩国辉介绍，除此之外，管理

局还注重规范帆船经营行为，加强环保宣

传，监督查处不文明行为。

风光“变现”，山水“生金”。帆船运动

体验成为抚仙湖观光游的特色名片，带动

当地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

“许多俱乐部跟民宿、餐馆合作吸引客

流，比如预订矣渡村民宿赠送帆船体验代金

券，由此形成‘体育+旅游’集群效应。”澄江市

文旅局副局长肖遥介绍，2024年，澄江市共接

待游客 1199.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32%；实

现旅游收入超 132亿元，同比增长 16.93%。

除了观光游，当地越来越多的帆船俱

乐部开设了帆船驾驶培训课程，进一步激

活旅游产业链。

暑假期间，来自昆明的初中生舒望宸

参加了一场抚仙湖上的休闲帆船赛，为参

加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进行热身训练。学

习帆船近 5 年，舒望宸对帆船运动的理解日

益加深。

帆船运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就业。

在矣渡湾帆船训练基地，不少教练是附近

村民，他们曾是帆船基地的第一批学员，通

过各种考核成为教练。“离家近又能赚钱，

教练员的岗位很吃香。”邓新强说。

“开展帆船驾驶培训、青少年帆船研学

等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帆船运动专业化、产

业化发展的潜力，也促进了人才培养。”张和

平介绍，2022 年，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与

云南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抚仙湖成为产

教融合培训基地，吸引更多人才留下来。

云南省澄江市掀起帆船运动热潮

扬帆抚仙湖  乐享慢生活
本报记者   张   驰

“3，2，1，出

发！”河北省崇礼云

顶滑雪小镇 ，滑雪

爱好者乔兰脚踩单

板 ，从 雪 道 高 处

跃下。

不 远 处 ，摄 影

师吕永亮滑雪跟拍，用手中的微单相机

记录下乔兰的飒爽英姿。

“ 非 常 好 ，手 臂 摆 动 可 以 再 放 松

些。”雪道终点，吕永亮摘下滑雪镜，对

乔兰竖起大拇指。

吕 永 亮 从 事 滑 雪 跟 拍 工 作 已 经 7
年了，他曾参与拍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十四冬等赛事的宣传片，

经验丰富。

大学毕业后，吕永亮经营一家平面

摄影工作室。2014 年，他第一次体验滑

雪，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一有空，他就

往 滑 雪 场 跑 ，很 快 掌 握 了 各 种 滑 雪

技巧。

吕永亮发现，很多滑雪爱好者都有

拍摄照片、视频的需求。从一开始给朋

友拍摄到接单跟拍，吕永亮的名气越来

越大。爱滑雪又爱摄影，他找到了自己

的理想职业。

不同于静态摄影，滑雪跟拍摄影师

要换上滑雪服、穿上雪板，和拍摄对象

一同在雪道上滑行。

这份工作挑战不小。

“难点在于‘跟’，也在于‘拍’。”吕

永亮说。为了解决“跟”的难题，吕永亮

在正式拍摄前会与拍摄对象充分沟通、

跟着滑几圈，并根据对方特点设计滑行

路线和动作。

怎样“拍”得更好？除了在拍摄时

使用稳定器等辅助器材，摄影师还要加

强体能、提升滑雪技巧，“我一般采用犁

式滑行姿态跟拍，压低重心，让画面更

稳定。”

2024 年初的新疆阿勒泰之行，让吕

永亮久久难忘。可

可托海国际滑雪度

假区拥有丰富的粉

雪资源 ，这种雪含

水量少，不易结冰，

用 吕 永 亮 的 话 来

说，“感觉像踩在白

砂糖上”。这次拍摄，他和国内外顶尖

滑雪爱好者合作 ，留下了不少精彩镜

头。“拍摄对象在高速滑行中做出高难

度动作，就像在雪中冲浪一样。跟得很

辛苦，但拍得很过瘾。”吕永亮沉浸在回

忆中。

冰雪运动火热开展，推动滑雪跟拍

等行业迎来发展机遇。“我们的市场越

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吕永亮说，“整

个雪季都很忙，差不多每周要拍摄三四

个项目。”

“给别人留下人生大片，给自己找

到人生方向，我感到很充实。”许多拍摄

对象被他的热情和专业所打动，与他成

为朋友。“每一次打开自己拍摄的影像，

仿佛又置身冰雪世界，重温那份快乐与

激情。”吕永亮说。

  滑雪摄影师吕永亮—

“跟得很辛苦，但拍得很过瘾”
本报记者   张武军 成为一名优秀的滑雪摄影师，要掌握这 4 门

必修课——

选对摄影器材。要选取具有高动态捕捉能

力的设备，具备自动跟焦和运动防抖功能，以增

强拍摄画面的稳定性和流畅度；也可以选取偏广

角的镜头来扩大景深，提高容错。

熟悉拍摄场地。要提前试滑，与拍摄对象充

分沟通，确定好滑行区域、滑行路线、动作安排和

景观展示，在滑行中打好配合。这样可以避免实

拍时发生碰撞或互相干扰，也能减少重拍的次数。

具备后期意识。既要掌握景别、构图、色彩、

运镜等视听语言，同时还应具备后期意识，在拍

摄前就思考运镜和画面衔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

分镜头脚本的设计、场面调度的预演。

提升滑雪技能。高超的滑雪能力，不仅帮助

拍摄者更好地驾驭工作，也能加深对滑雪项目的

理解，有助于捕捉这项运动的力与美。

（作者为北京冬奥会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摄影

经理，本报记者张武军采访整理）

滑雪摄影师的必修课
刘蒲宇

■亚冬速递R

核心阅读

云南抚仙湖是我国著名
的 深 水 型 淡 水 湖 泊 ，开 阔 宁
静 、风 光 秀 美 的 水 域 不 仅 深
受 游 客 青 睐 ，也 为 开 展 帆 船
运 动 提 供 了 条 件 。 近 年 来 ，
当 地 发 展 帆 船 运 动 ，推 动 体
旅 融 合 ，打 造 消 费 新 场 景 。
人们漫步湖畔、扬帆湖面，领
略 运 动 的 速 度 与 激 情 ，乐 享
大自然的馈赠与美好。

■健身视野R

■镜头里的体育故事R

波光粼粼的河道上，贵州遵义独竹漂运动员徐涛手执划杆，脚踏

独竹，一眨眼工夫，便划出 10 多米远，身后泛起层层涟漪。

对于普通人来说，想在一根楠竹上站稳都不容易，更别提在水面

划行。徐涛的展示，常常引得观众又惊讶又佩服。

徐涛毕业于遵义市体育运动学校，刚进校时主练跆拳道，后来学

校组建独竹漂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这位个头不高、身材较瘦的苗

族小伙主动报名，“我在河边长大，熟悉水性，平衡性也好，小时候就

见过家中长辈熟练地站在竹子上沿河漂流。”

独竹漂，又称独木漂、独木舟。古时人们借助河道运输木材，为

追赶冲散的木材，逐渐练就这门技艺，后来发展为一种水上交通方

式。随着时代发展，独竹漂成为一项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的民间体

育运动，并于 1999 年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首次

亮相，在 2011 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被正式列为

竞赛项目。

“先在岸边练动作，再到水里找感觉。”徐涛说，“没几天，手就破

皮长泡。除了吃饭，白天基本是泡在水里练。”学校从报名者里选出

20 多人，训练一段时间后确定了 3 男 3 女成为校队正式队员。经过

不懈努力，徐涛不仅成功留队，没多久还在比赛中获奖。

传统独竹漂，竹子过长，容易变形，不利于推广和比赛。如今，独

竹漂竞赛使用标准化器材，脚杆由 3 节 2.5 米长的玻璃钢圆管组成，

划杆由 2 节 2.25 米长的玻璃钢圆管组成。这种器材不变形、方便拆

解，但对运动员的灵活性、协调性和平衡性提出更高要求。

“校队每天要练 4 个小时，孩子们很辛苦。但必须坚持下水，才

能渐渐形成肌肉记忆。但凡一天不练，就容易掉杆落水。”遵义市体

育运动学校训练科科长樊春飘说，每逢大型比赛，运动员还要提前集

训备赛。

对初学者来说，首先要掌握平衡。“找平衡是最难的，既要有天

分，又要肯吃苦。”樊春飘介绍，有的运动员还会借助平衡木、单杠等

器材练习单脚站立。站的时间长了，脚就会失去知觉，落地时经常需

要缓一会儿。跨过平衡关，还需克服体能关。除了水上练习，还要进

器材房锻炼四肢力量，到田径场练跑步。通过提高爆发力和耐力，确

保站得稳、划得快。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南举办，徐涛

报名参加了 60 米、100 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

手过招，让他大开眼界。

从最初的两个竞赛项目到如今的 8 个项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参与独竹漂竞赛，参加全国比赛的队伍最多时有十几支。通过

举办系列赛事，独竹漂的保护、传承和推广愈发火热。

在贵州，不少高校大力发展独竹漂竞赛项目。“遵义市体育运动

学校、凯里学院等，都在加大力度培养独竹漂人才。”樊春飘说，这些

学校还派人参加了教练员培训班，让独竹漂竞赛更加规范化、标准

化、专业化，“很多运动员像徐涛一样，毕业后通过组建协会推广独竹

漂运动，让这项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贵州多所高校大力发展独竹漂项目

一人一竹  畅行水上
本报记者   苏   滨

据新华社意大利米兰 2月 6日电   （记者任耀庭）距离 2026 年米

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国际奥委会与冬奥组

委 6 日在米兰举行一周年倒计时仪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包括

中国奥委会在内的 6 个国家奥委会现场颁发了参赛邀请函。

仪式在位于米兰市中心的斯特雷勒剧院举行，国际奥委会正式

向 134 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出邀请，号召全世界运动员参加明年 2
月 6 日至 22 日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受邀来到现场参加倒计时仪式的国家奥委会代表分别来自近年

来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法国和中国，以及未来即将举办奥运会

的意大利、美国和澳大利亚。希腊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也派

代表来到现场。

冬奥倒计时一周年的计时牌也于著名景点米兰大教堂旁正式启

用，与之相隔不远的是巨大的白鼬玩偶——蒂娜和米罗，分别是米兰

—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这些装置和随处可

见的“倒计时一周年”灯牌吸引游客驻足合影。

米兰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仪式举行

本版责编：巩育华   唐天奕   高   佶

◀吕永亮（右）在崇礼太舞度假小镇滑雪场进

行滑雪跟拍。    
▲吕永亮在工作中。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张武军摄   

游客在抚仙湖进行帆船体验。

澄江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