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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滑冰高手云集

不久前，“十四冬”速度滑冰 （公开
组） 的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收官，4个比赛日共决出14枚金牌。

速度滑冰是“十四冬”提前进行的
项目之一。本届冬运会延续往届惯例，
包括速度滑冰、冰壶、跳台滑雪、北欧
两项等多个项目提前开赛，至 2 月 17 日
开幕式前将产生77枚金牌。

内蒙古队选手韩梅在速度滑冰女子
1500米、3000米和5000米项目上摘得金
牌，并在 1000米项目上获得银牌，加冕
本次比赛“三冠王”。

“很多运动员都为这届比赛准备了 8
年的时间，他们都可敬。”韩梅说。

本赛季，韩梅状态不俗。去年 11月
的速度滑冰世界杯北京站上，她获得女
子1500米银牌和3000米铜牌，首次在世
界杯个人项目上斩获奖牌。

中国女子选手上一次在世界杯 1500
米 项 目 中 站 上 领 奖 台 ， 还 要 追 溯 到
1999—2000 赛季。韩梅的新突破，让人
们看到了中国速度滑冰的希望。

新赛季开始前，韩梅曾跟随日本名
将高木美帆的教练团队训练了一段时
间。在与高水平团队的合作中，她感受
到了顶级选手所具备的自律和求胜欲望。

“中国运动员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韩梅说，“2026年米兰冬奥会，我的目标
是登上领奖台。”

同样获得三金的还有辽宁队的吴
宇，他以破全国纪录的成绩获得速度滑
冰男子 10000 米冠军，还获得了 5000 米
和男子团体追逐项目的金牌。

中国速度滑冰长距离项目与世界顶
尖水平仍有差距。吴宇说，自己在国家队
整体成绩有所提高，也有了更高的期待，
他已经将目标放在了2026年冬奥会。

冬奥会冠军高亭宇和名将宁忠岩在
各自的主项上斩获冠军。本赛季伤愈复

出的高亭宇逐渐找回状态，在世界杯分
站赛上收获一金两银。“十四冬”速度滑
冰男子 500 米比赛中，高亭宇摘得金
牌。宁忠岩则在男子1000米和1500米项
目上夺冠。

1 月 26 日，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
将转战美国盐湖城。宁忠岩等国家队运
动员将迅速转战国际赛场。

“我从去年 8月开始出国训练，更换
了教练，现在仍以适应为主。我的成绩
可能会在明年或者后年逐渐更好一些。”
宁忠岩说。

群众项目老少同场

部分竞技项目如火如荼展开的同
时，“十四冬”群众项目比赛也拉开帷
幕，这是全国冬季运动会上首次设置群
众比赛。

“十四冬”比赛共设置速度滑冰 4×
200 米混合接力赛、速度滑冰 2000 米混
合团体赛、越野滑雪男子4×1500米团体
接力赛、越野滑雪女子4×1000米团体接
力赛，共有来自全国 21 个代表团的 400
多人参加。

群众项目进入全国冬季运动会，显
示出中国冰雪运动的普及成果。值得一
提的是，按照赛事规定，在群众比赛的
各项赛事中，各代表队必须有一名 8 岁
到14岁的队员以及一名50岁到60岁的队
员。其中，越野滑雪项目比赛第一棒由
年龄最大的队员出赛，第四棒由年龄最
小的队员出赛；速度滑冰 4×200米混合
接力赛则规定第一棒必须由年龄最小的
队员出赛。老少选手同场竞技颇具看点。

在比赛场地的选择上，“十四冬”群
众项目也有创新。场地从室内搬到户
外，两项比赛场地融合在呼和浩特东河
封闭水域内，内圈滑冰、外圈滑雪。场
地旁边还设置了群众娱乐区，当地市民
既能近距离观赛助威，还可以看冰雕、
感受雪趣。“十四冬”群众比赛结束后，

场地将免费对外开放，向群众提供形式
多样的冰雪运动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负责人表示，
设置群众比赛项目旨在进一步打造群众
身边的赛事，将高标准的竞赛场地与群
众共享。据介绍，比赛场地赛后将对群
众开放，向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冰雪运
动项目，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真正做
到把冰雪运动送到群众身边，践行“全
运惠民”理念。

比赛场馆准备就绪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中国举办
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的
冬季运动综合性赛事。根据最新赛程，

“十四冬”比赛项目全面对标 2026 年米
兰冬奥会，设滑冰、滑雪、冬季两项、
冰壶、冰球、雪车、雪橇、滑雪登山 8
个大项 16 个分项 176 个小项，预计参赛
运动员将达到 3700余人，是历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中项目最多、标准最高的一届。
其中，“十四冬”开幕式将于2月17

日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训
练中心包括速度滑冰馆、短道速滑馆、
冰球冰壶馆 3 个竞赛场馆。速度滑冰馆
400米跑道、26米回转半径填补了内蒙古
自治区内可承办国际 A 级赛事的空白，
同时该场馆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能
够同时举办速度滑冰、短道速滑、冰
球、冰壶、花样滑冰等大型国内、国际
A级赛事的冰上运动场馆。

“十四冬”在内蒙古自治区内举行的
冰上和雪上赛事，分布在海拉尔、乌兰
察布、扎兰屯和赤峰四个赛区。目前，
内蒙古自治区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以及承
办雪上比赛的呼伦贝尔扎兰屯金龙山滑
雪场、赤峰喀喇沁美林谷滑雪场、乌兰
察布凉城滑雪场等场馆已经准备就绪，
在举办各项目资格赛的同时，也对基础
设施、场地器材、制冰造雪等持续进行
优化，迎接正式赛事的到来。

近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以下简称“十四冬”）部分项目以及群
众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
行。从诸多名将角逐冰场，到“草根达
人”比拼速度，精彩的冰雪赛事彰显了
中国冰雪运动的普及与进步。

相约“十四冬”
多彩冰雪季

本报记者 刘 峣

本报电（柳佳琳） 近日，由中国武术协会主
办、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2023中
国—东盟太极拳网络大赛”圆满落幕。

本次大赛分为规定项目和传统项目两大类，
共设 19 个小项 380 个组别，大赛共收到来自 8 个
国家和地区的太极拳爱好者共计3864个参赛视频
作品。比赛期间，超89万网友访问大赛官网，观
众投票累计超 307万次。选手参赛视频引发全球
武术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海外视频社交平台播放
量超过50万次，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缅甸等多国观众在参赛视频讨论区
里表达对参赛选手的支持与对太极拳的喜爱。

据中国武术协会介绍，从2021年开始，中国
武术协会已连续组织了两届“中国—东盟太极拳
网络大赛”，在国内外武术爱好者中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拉近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距离，生动诠
释了“天涯若比邻”的含义。通过数字化推广，
太极拳开辟了全新的国际交流与展示平台，这门
拥有众多流派和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在海外持续
绽放生机。

本报电 （记 者郭晓龙） 近 日 ，
2025 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以下
简称“第九届亚冬会”） 组织委员会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口号、会
徽、吉祥物发布仪式。

第九届亚冬会的口号设计为“冰雪
同 梦 ，亚 洲 同 心（Dream of Winter，
Love among Asia）”。冰雪同梦，寓意亚
冬会为亚洲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展现冰雪
运动魅力、实现人生梦想搭建了广阔舞
台；体现人类不断超越自我、对奥林匹克
精神的不懈追求；寄托激励更多人积极
投身冰雪运动的热切期待。亚洲同心，展
现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以真诚和热情增
进团结和友谊，以交流和尊重推动文明
互鉴和进步的共同期许，表达追求和平
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第九届亚冬会会徽设计为“超
越”。会徽由主体图形、文字标志、亚
奥理事会太阳标志三部分组成，巧妙
融合短道速滑运动员、哈尔滨市花丁
香花、舞动的飘带造型进行同构设计。

第九届亚冬会吉祥物设计为东北
虎“滨滨”和“妮妮”。“滨滨”名字
取自“哈尔滨”，“妮妮”取自“您”的读音，两
个名字寓意“哈尔滨欢迎您”，展示出哈尔滨对亚
洲各国各地区友人的热切期盼和诚挚欢迎。“滨
滨”和“妮妮”以 2023 年 9 月出生于黑龙江东北
虎林园的两只小东北虎为原型设计创作，将虎头
虎脑的可爱形象与哈尔滨独特的冬季冰雪文化特
色、民俗风情巧妙融合在一起。

自2023年9月19日发布第九届亚冬会口号、会
徽、吉祥物全球征集公告以来，组委会共收到国内及
海外有效应征作品4608件。其中，口号设计作品3518
件、会徽设计作品760件、吉祥物设计作品330件。经
过作品整理、专家评审、完善提升等一系列工作，最终
确定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口号、会徽、吉祥物。

第九届亚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后我国举办的
又一重大综合性冰雪盛会，将于 2025 年初举办，
设冬季两项、冰壶、冰球等 6 个大项、11 个分项
和64个小项。

我国此前举办过两届亚冬会，分别是 1996年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的第三届亚冬会和 2007
年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第六届亚冬会。明年将
是哈尔滨第二次承办亚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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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八届南山自由滑雪双板公开赛在北京密云区南山滑雪场举办，来自国内外的自由式双板
好手参加比赛。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史家民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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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有一次参赛机会，还是奥
运级别赛事！将于1月19日至2月1日
举行的 2024年江原道冬青奥会，就给
全球青年运动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被任命为本届赛事全球大使的中
国运动员谷爱凌向青年运动员们发出
号召：“与冬奥会不同，冬青奥会在年
轻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一次。因
此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向来自
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学习并
建立联系。”

冬青奥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前三
届均在欧洲，分别于 2012 年、2016
年、2020 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挪
威利勒哈默尔和瑞士洛桑举行。江原
道冬青奥会是冬青奥会首次来到亚
洲，也是韩国在举办 2018年平昌冬奥
会之后又一次举办奥运赛事。本届赛
事将充分利用平昌冬奥会场馆，所有
冰上项目均使用冬奥场馆，而跳台滑
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和雪车雪橇
也在冬奥场馆进行。

之所以说青奥会和冬青奥会一生
只有一次参赛机会，是因为国际奥委
会对参赛选手的出生日期有严格要
求。以江原道冬青奥会为例，只有在
本届赛事举办年份 2024 年的 12 月 31
日年满15至18岁，也就是在2006年1
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
选手才可参赛。而上一届洛桑冬青奥
会的参赛选手出生日期则在 2002 年 1
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之间。由此
可见，一旦错过，再等四年，选手们
将无缘参赛。

本届冬青奥会共设 7 个大项、15
个分项、81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81
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约 1900名运动
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由 98 人组
成，其中55名运动员将参加本届冬青
奥会 7 个大项、12 个分项、50 个小项
的比赛。

从 2010 年的新加坡到 2024 年的
韩国江原道，过去14年间举办了三届
夏季青奥会和三届冬季青奥会。我国
南京曾在 2014年举办第二届夏季青奥
会。与奥运会和冬奥会相比，奥运旗
下另外两大赛事——青奥会和冬青奥
会在影响力、商业价值等方面无法媲
美，但也有其独特魅力与价值。

一手创办青奥会的国际奥委会前
主席罗格曾说：“青奥会绝对不是迷你
奥运会，而是将体育与教育、文化体
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国际奥委会改革路线图 《奥林匹
克2020议程》的40条建议中，有一条
就是“审视青奥会定位”。经过近几届
青奥会和冬青奥会的探索和实践，国
际奥委会重新赋予青年人的奥林匹克
三大定位：高水平的青少年体育竞技
场，体育与教育、文化相结合的节日
大舞台，奥林匹克运动的创新试验场。

面向青少年，意味着青奥会和冬
青奥会从诞生之初就被深深打上了

“创新”的烙印，这一点在项目设置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新项目、新规
则都利用这一平台进行实验，比如滑
雪登山、三人篮球、攀岩、滑板等新
兴运动，都是先成为青奥项目，之后

才成为奥运项目；再比如冰球三对
三、混合性别组队、打破选手国籍

（地区籍） 界限混编参赛等，也通过青
奥赛场进行了尝试。

与此同时，举办青奥会也是检验
办赛能力的“试金石”。2026 年夏季
青奥会将由塞内加尔举办，这是非洲
大陆首次迎来奥运赛事。可以想象，
如果 2026年青奥会大获成功，那么非
洲距离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日子也就不
远了。

青奥会和冬青奥会均不设奖牌
榜，希望淡化竞技成绩，鼓励选手多
交流、多学习。青奥期间组织的“与
冠军对话”“运动员榜样”等活动，
让青年运动员在初登奥运舞台就接受
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江原道冬青奥会
期间，中国选手谷爱凌成为赛事全球
大使。她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2020
年洛桑冬青奥会上均有过 2 金 1 银的
精彩表现，这无疑将鼓舞新一代青年
运动员。

为吸引更多人关注，江原道冬青
奥会除了开幕式外，所有赛事门票都
免费。本届赛事也希望打造节日派
对，一场名为“冬季一起玩”的冰雪
活动将为观众提供参与冰雪运动和了
解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机会。此外，国
际奥委会还在赛事期间针对不同青年
群体组织青年运动员、青年记者职业
发展等培训，让赛场内外的全球青年
亲身感受奥林匹克的魅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姬烨、王春
燕、韦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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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队选手在群众速度滑冰2000米混合团体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