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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力、蹬地、挥杆，
“砰”的一声脆响，冰球从
杆前弹 出 ， 箭 矢 一 般 直
射 进 门 …… 这 位 来 自 云
南 昆 明 的 田郝 谦 奕 ， 今
年 才 8 岁 ， 但 是 学 习 冰
球已近 3 年。

每 周 上 冰 两 次 ， 正
滑、倒滑、单腿过弯，冰
场上的田郝谦奕一副专业
模样。可赛场驰骋的主力
小将曾经也因为上冰训练
掉 过 眼 泪 。 和 记 者 交 流
时，刚刚跑完30圈的田郝
谦奕连倒苦水：“训练很辛
苦，教练让我们绕着冰场
跑圈，还有 800 米的陆地
体能训练。”

刚 上 冰 时 ， 基 础 滑
行、站立平衡等训练趣味
性相对弱，跑步、练腿的课
时任务量又大，训练辛苦
吃不消，田郝谦奕经常“耍
赖”，时不时就说自己身体
不舒服，向妈妈郝雩帆撒
娇不想训练。“不上冰就没办法和
其他小伙伴一起滑冰了。”训练不
仅是锻炼技巧，更是磨炼毅力，郝
雩帆看懂儿子的“小心思”，耐心开
导。想到自己的冰球梦，小谦奕慢
慢不再找借口。

“以前还要督促，现在自己错过
上冰机会就会很难过。”在比赛和训
练中学会了坚持，儿子的变化让郝
雩帆有点惊喜。如今的田郝谦奕训
练一场不落，他说自己“24小时待
在冰场上不会累！”为了参赛，球队
要拍摄集体照，恰巧小谦奕有些发
烧，郝雩帆本来打算拍完就带他回
去，没想到上一秒还没什么精神的
儿子，穿上冰刀鞋就生龙活虎，竟
跟她说：“不想下冰了。”连教练都
调侃他是“冰治百病”。

“我想进国家队！当个职业运动
员为国家赢很多块金牌！”当记者问
到田郝谦奕为什么爱上冰球时，他
已经忘记了当初走上冰面的细节，
只笃定冰球是自己现在的梦想。为
了打好冰面基础，郝雩帆先送田郝

谦奕学习轮滑，直到 4
岁时基础好些才上了真
冰。轮滑转冰面，千差
万别，冰球又是竞技体
育，磕碰让小谦奕有些
害怕。“怕球打到身上，
也怕滑倒摔跤会受伤。”
田 郝 谦 奕 非 但 没 有 退
缩，还为了克服恐惧找
了些精彩的冰球比赛片
段来看，渐渐觉得冲撞
也很“酷”，看到球队项
目配合共同进球时，他
也想到了自己的朋友：

“我们是团队，每个人
都要勇敢起来，不能躲
后面。”

训练场外，外公就是
田 郝 谦 奕 的“ 私 人 教
练”。外公是体育爱好
者，陪着田郝谦奕定制了
训练计划，为了训练体
能，他还找来旧轮胎，给
外孙自制训练设备，负重
或是做障碍，外公和这个

旧轮胎一直伴随田郝谦奕。
在昆明红塔冰上中心，许多和

田郝谦奕一样热爱冰球的少年正在
练习拨球、射门等基础动作，场内
举办冰球、花滑、冰壶等项目时，
数百名观众在看台观赛，更为比赛
增添火热气氛。云南省体育局群众
体育处处长吕汇慧介绍说：在冬奥
的带动下，除专业比赛，云南各地
也相继开展了冰上拔河、接力等大
众活动，并借活动契机向公众发放
冰雪体验券 10 万张，虽然云南地
处西南，但冰雪运动普及和发展速
度喜人。

临近冬奥会，虽然不能前往现
场观看比赛，田郝谦奕早早做了一
份属于自己的“赛程表”，表格上有
冰球、冰壶、滑雪等比赛的时间安
排，每个时间旁边还留了一个空
格，田郝谦奕说：“我要每天看比
赛，把自己的感想写在这里，向职
业运动员学习！”田郝谦奕梦想自
己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在国际赛场
征战。

冰雪运动进入寻常百姓家
2 月 5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欢迎宴会上致辞时指出，“让

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是奥林匹

克运动的题中之义。中国通过筹办冬奥

会和推广冬奥运动，让冰雪运动进入寻

常百姓家，实现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目标，为全球奥林匹克事业作出

了新的贡献。”

在冬奥会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冰雪

运动“热”起来：大众冰雪运动参与人

数大幅增加，冰雪运动竞技水平跨越式

提升，各类冰雪活动赛事蓬勃开展……

“滑行的时候身体位
置要放低一点，重心不能
太靠前了，滑行全程一定
要注意好体力分配。”一群
滑冰爱好者在感受速度与
激情的同时，互相提醒技
术要领。

1 月 29 日上午 11 时，
室 外 气 温 已 达 零 下 25 摄
氏 度 ， 在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博 尔 塔 拉 蒙 古 自 治
州 博 乐 市 城 区 的 露 天 滑
冰 场 内 ， 这 群 滑 冰 爱 好
者 激 情 不 减 。 深 蓝 的 冰
面 上 ， 他 们 正 在 进 行 速
滑 比 赛 ， 身 着 艳 丽 的 冰
服 ， 脚 踩 光 亮 的 冰 刀 ，
滑 姿 标 准 、 步 履 整 齐 ，
专 业 滑 冰 队 的 风 范 吸 引
了不少人驻足。

待到休息时，他们摘
下帽子和眼镜，大家才发
现，这是一群“爷爷奶奶
级”的滑冰高手！

“我们是博州老年滑冰
协会的速滑运动员，最近
天气寒冷，冰面状况非常好，协会的
运动员几乎每天都来冰场训练，大家
在一起切磋技巧，交流心得，享受冬
季运动的快乐。”老年滑冰队教练张
福昌说。

“时间到了，马上开始下一轮比
赛，大家赶紧各就各位，再看一下各
自的冰刀和护具是否戴好，滑行中注
意保持安全距离。”这边话还没说完，
张福昌已经投入到新一轮比赛中。
随着发令枪响，队员们像离了弦的利
箭，弯腰、摆臂，朝着终点冲去。

这个老年滑冰协会成立于 2011
年，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协会会员
由最初的 10 个人发展到了如今的近
70 人，年龄最大的队员 76 岁，年龄
最小的也已 52 岁。一到冬季，队员
们就一起到户外训练，组织各类冰雪
比赛活动。

在滑冰队中，有对“夫妻档”队
员最惹人注目，今年 55 岁的宫长安
和 52 岁的陈磊夫妇携手滑冰已有十
余年之久，冰场上他俩并肩前行的画

面让人感动。陈磊说，
谈恋爱的时候，丈夫宫
长安经常带着她去滑
轮滑。一次偶然的机
会，陈磊接触到了冬
季滑冰，滑行工具由
轮 滑 鞋 变 成 了 冰 刀
鞋，更加顺畅的滑行
动感让她深深爱上了
速度滑冰这项运动。

经 过 多 年 训 练 ，
陈 磊 的 成 绩 越 来 越
好，在前不久参加的
一次速度滑冰邀请赛
中，她获得了成人组
速度滑冰 500 米和 5000
米两项冠军。“每次参
加比赛，看着丈夫在
场边为自己加油，信
心就会更强，拼劲就
会更足，冰雪运动带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身
体的健康和运动的快
乐，更重要的是一个
积 极 向 上 的 生 活 态
度！”陈磊说。

结束了当日所有的比赛，张福昌
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聊聊天。从小喜爱
体育的他退休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运
动中，“这么多年，一直不变的，是
对滑冰运动的热爱！”张福昌说，因
为常运动，身体不错，很少有人能看
出他今年已经76岁了。

“最初，我们户外滑冰的地方是
在结冰的水库，那会儿能找到一小块
平整的冰面大家就非常高兴。”张福
昌说，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
展，城区内利用景观河道建设了冬
季滑冰场，滑道既规范又安全，越
来越多的市民都能参与到滑冰运动
中来，“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也在我
们这个边陲小城慢慢走向现实，这
是多好的事啊！”

现在，这群老年人还带动起了不
少年轻人。瞧，一位名叫海莉莎的小
朋友主动来找张福昌当教练，刚休息
了几分钟，张福昌起身领着一群孩子
向冰场中滑去。

浙北海拔 1168 米的雪
岭峰上，银装素裹，纯白
的 世 界 一 望 无 垠 。 连 日
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山川乡云上草原景区滑雪
场内，众多游客在“冰雪
世界”感受到滑雪运动带
来的新鲜与刺激。

“初学者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重心、平衡感，要多
试，注意发力位置。试滑
的时候也要多注意安全，
我 会 跟 着 你 的 ， 你 放 心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
下，第一次滑雪的嘉兴游
客郭勤目视前方，保持两
板与肩同宽，双手握住雪
杖自然下垂，一个用力，
完成了自己在冰雪上的首
个“出场”。

“冬奥会来临，我们也
赶一把时髦。没想到在南
方还有这么大的滑雪场，
我要抓紧时间多练几次。”
两小时过去了，郭勤虽有
几次摔倒，但已初步掌握部分双板滑
雪的技巧。

以往人们的印象中，滑雪是北方
的“专利”，但近年来，位于南方的浙
江很多地方也有了滑雪场地，让滑雪
的快乐走进了千家万户。

走进滑雪场的另一侧，安吉县山
川小学校园滑雪队的队员们滑得“很
有看头”。“准备，出发！”教练一声令
下，30 余名队员逐一滑出，在雪上飞
驰。滑行100米后，他们以脚掌为轴，
双脚跟慢慢地将雪板尾部向外推开，
呈内八字慢慢刹车。刚到终点的滑雪
队队员俞梦瑶喘了口气，她对记者
说，“两年前，听说学校要组建滑雪
队，我第一个报名。这两年，跟着教
练学了很多滑雪的技巧，我太喜欢这
项运动了。”

滑雪专业教练公宁一边指导学生
动作，一边向记者介绍教学成果：“30
多个孩子，练习滑雪时间最长的 2 年
多，最短的2个月。每周一节课，课程
时间是半天，现在他们基本能掌握平
行滑行、犁式平滑、转弯、刹车等基

本动作，个别还能完成登
坡、滑降等。”

“以前都不敢想，乡村
小学的学生还能在‘家门
口’滑雪。”山川小学校长
舒平说。2020 年，该校组
建了全市第一支校园滑雪
队。每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
是雪季，舒平就领着孩子
们到雪场练习。其余的时
间学校会开设旱地轮滑等
基础课程，还成立相关社
团，由学校体育老师教授
滑 雪 基 础 动 作 和 要 领 。
2020 年 10 月，山川小学被
教育部列入全国青少年校
园冰雪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名单，积极开展冰雪项目
普及教育。目前，滑雪队
共吸纳队员31名。

滑雪能够在南方普及
开来，也得益于当地雪场的
大力建设。安吉云上草原
滑雪场负责人李明宇介绍，
该雪场坐落于浙北第二高

峰赤豆洋，项目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1万多人滑雪。

“2020 年，滑雪场正式对外营业。
两年来，游客不断增多。这里有练习
道、初级道等5条雪道。山顶有200余
名专业教练进行现场指导，2021 年 12
月至今，我们已接待游客 4.8 万人次，
营收2800 万元，寒假以来，平均每天
都有3000余人。”李明宇说，滑雪场于
2021年年底全新开放长度1.2公里的高
级滑雪道和1.2公里的中级滑雪道，其
中高级道拥有 90 米最大落差、33%最
大坡度，具备专业赛事的条件，填补
了南方人在专业滑雪领域的空白。

据了解，除了山川乡，安吉县的
上墅乡和天荒坪镇也依托当地自然条
件建起了滑雪场。“全县 3 大滑雪场，
都有高级、中级、初级区的区分，可
容纳 1.5 万名滑雪爱好者进行冰雪运
动。每年有40万名游客慕名而来。”安
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罗
福娣介绍，“今年趁着冬奥热，我们也积
极对外宣传，让更多的南方人能到安
吉，感受冰雪运动项目的独特魅力。”

在 北 京 市 密 云
区，尽管冬季天气寒
冷，但南山、云佛山
两大滑雪场里却是人
头攒动，滑雪爱好者
们脚踩单板、双板，
在雪道上飞驰而下；
戏雪区内孩子们在家
长或教练的陪同下，
正兴致勃勃地学习滑
雪，体验冰雪运动的
魅力。

家 住 北 京 市 朝
阳区的王清圆小朋
友今年7岁，虽然学
习 滑 雪 时 间 不 长 ，
却进步神速，学会
双板后没多久已经
进阶到了单板。“如
果时间允许，我想
利用寒假的时间熟
练掌握单板技巧。”
王清圆说，她从小
就很喜欢冰雪，这
次北京冬奥会在家
门口举办，更加深了她对冰雪运
动的热爱，也给了她参与冰雪运
动的机会和氛围。

密云区体育局负责人介绍，
密云区制定了冰雪活动三年行动
方案 （2019-2022），确定了冰雪
运动工作目标，保障大众冰雪运
动的长期健康发展；连续六年举
办“北京市密云区助力冬奥·冰雪
嘉年华”系列活动，活动覆盖
全、形式多、参与广，每年设置
百姓来抢票，千题万人抢答“冬
奥知识问答”，学生“冬令营”，
单双板滑雪公开赛等系列活动，
全区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农
民、中小学生等人群积极参与，
每年普及冰雪运动人次超过 6
万，为密云营造了良好的冰雪运
动氛围。

从政策引领蹚出发展路径，
到冰雪运动场所星罗棋布；从赛
事活动高潮迭起，到大众参与热
情水涨船高；从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到冰雪经济初现端倪……短

短时间，冰雪活动遍
及密云各地。曾经小
众的冰雪运动，如今
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让更多市民可以
尽情拥抱冰雪，挥洒
热情。

2021 年 —2022 年
雪季，密云南山、云佛
山两大雪场提升改造，
升级滑雪设施，让游客
白天、夜晚都可享受极
致滑雪体验。密云欢乐
松鼠谷、玫瑰情园等景
区以北京冬奥会为契
机，首次打造冰雪儿童
主题乐园，推出雪地摩
托、雪地转转、滑雪圈
等丰富的娱乐项目，满
足不同人群的游玩需
求。密云冰雪运动持
续升温，各大冰雪场
所 的 客 流 不 断 增 加 ，
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民
宿、餐饮业、休闲采

摘行业发展。
紧邻南山滑雪场的密云区河

南寨镇圣水头村，村民们开办的
民宿小院红彤彤一片，喜庆氛围
扑面而来。“原本只经营了一个
院子，想到‘冬奥年’肯定会掀
起冰雪运动热潮，我就大胆尝试
再改造 4 个院子，如今接待能力
翻 了 几 番 ， 客 房 依 然 供 不 应
求。”南山小筑民宿的老板刘金
涛说，为了迎接冬奥会，今年
的窗花、春联等年货全部加上
了冬奥元素。“每个房间里都有
投影仪，公共大厅里有电视，
冬奥会期间可以看赛事直播。”
刘金涛说。

记者了解到，虎年春节到雪
场过年已成为一项新民俗，京城
各大滑雪场周边的民宿早在半个
多月前就已预订一空。以冬奥会
举办为契机，京郊旅游正呈现

“淡季不淡”的新特点，冰雪经济
已经踏上高速发展之路，成为经
济发展新助力。

“快看！是北京冬奥
火炬‘飞扬’！”今年 1
月，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火炬展示活动在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举行，会场内
的观众激动之余，也有疑
问，“拿火炬的‘爷仨’
是谁？”

只见祖孙三人蹬着冰
刀，大手拉着小手，漂亮
地划过冰面——领头的是
齐齐哈尔市U12冰球队教
练李文思，身后是他的父
亲冰球老将李跃、儿子龙
沙小学冰球校队运动员李
浩睿。

“在齐齐哈尔，像我
们这样几代人都会滑冰
的，比比皆是。”年近六
旬的李跃魁梧健硕，他曾
经是齐齐哈尔冰球专业一
队运动员，上世纪 70 年
代，每到冬天，他就拿着
马鬃做护具，自备木板搭
球门，天还没亮，就跑到
滴水成冰的室外冰场上，
一练就是5个小时，天天
如此。

13岁进入市体校，16岁进入青
年队，19 岁进入专业一队，1979
年，作为全运会冠军齐齐哈尔队的
主力中后卫，李跃第一次站上了代
表全国最高水准的领奖台。

如今，齐齐哈尔市体育产业
长足发展，基础设施逐步完备，
冰雪赛事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市冬季运动中心 4 座标准滑冰馆
对市民开放，200 多块室外天然冰
场 ， 吸 引 男 女 老 少 纷 纷 驰 骋 冰
面、一展身手。

在校园，冰雪运动同样“热”
了起来。在齐齐哈尔市，校园冰球
队超过 100 支，校际冰球联赛全年
周周有比赛。

“冰上运动十分火热，这些年好
苗子明显多了。”李跃说。虎父无犬
子，1985年出生的李文思获得过全
国冬运会、全国锦标赛冠军，多次
入选国家队，参加过世界青年冰球

锦标赛、亚运会、亚洲冰
球联赛……

“滑跑动作不准！”一
声哨响，李文思上冰向学
员示范起来，爆发式的起
滑动作，在脚下溅起阵阵
雪沫。作为齐齐哈尔U12
冰球队教练，5年来李文
思倾尽全力，带领齐齐哈
尔 U12 冰球队获得 2017
年首届全国少年冰球黑龙
杯大奖赛冠军、2019 年
王嘉廉杯赴美选拔赛冠
军、2021 年全国 U 系列
锦标赛全国第二名……

如今，冰球的火种已
经传到了李跃的孙子李浩
睿身上，不到6岁的他没
等 上 学 就 提 前 “ 上 了
冰”，加入了齐齐哈尔龙
沙小学冰球队，如今“冰
龄”已有两年了。2022
年元旦，他参加了青少年
冰球邀请赛 U6 组比赛取
得第一名，并被授予单场
最佳运动员称号。

赛场上的李浩睿动若
脱兔，接传球、射门，一气呵成。
每有比赛，李跃总是第一时间出现
在场边观战，评论间难掩喜色，“现
在参加比赛的机会多了！孩子的技
术动作都挺规范。”

目前齐齐哈尔冰雪赛事多样
化，每年举办 100 余项、1000 余场
各级各类冰雪赛事，成功打造从市
一级到国际级、从休闲活动到专业
赛事的全年常态化赛事活动体系。
自2017年设立冰球节以来，全市已
连续举办6届冰球节、8次冰球季活
动，鹤城国际冰球邀请赛已成为常态
化品牌赛事。全市组建了 100 余支
中小学冰球队，建立起从U10至专业
一队的全梯队培养体系，为冰球运动
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齐齐哈尔冰球队是国家队的人
才摇篮。齐齐哈尔人民有决心、有
信心在一届届冬奥会上，用成绩和
行动为国争光。”齐齐哈尔市体育局
副局长高洪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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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北京密云南游客在北京密云南
山滑雪场滑冰戏雪山滑雪场滑冰戏雪。。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摄摄

▲▲浙江安吉云上草原景区滑雪场浙江安吉云上草原景区滑雪场。。俞俞 莹莹摄摄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新疆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的滑冰爱好者自治州的滑冰爱好者。。

于苏甫于苏甫··艾尼艾尼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