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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洁
詹咏然

张帅/庄佳容

滑雪场：趣味活动足够多

周六清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渔阳国际
滑雪场气温并不高。但刚走进滑雪场，就听到
数百名正在练习滑雪的中外儿童发出的喧闹
声，顿时感到把山谷“塞”得暖意浓浓。一些不
会滑雪的孩子站在场边，有些好奇地四处打量，
有些则嘻嘻哈哈地打起了雪仗。

在这些孩子里，10 岁的张佳禾早早就来到
赛道上练习。尽管小脸被冻得通红，不过小佳
禾显得格外兴奋，因为妈妈告诉她，今天她另有
任务。活动开始后，小佳禾手擎“世界雪日”旗
帜，第一个从滑道上飞快滑下，与她同行的是空
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她俩的优美姿态和流
畅动作，让现场观众连声叫好。

1 月 24 日是“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
节”，除了这个北京的主会场外，全国还有14个
滑雪场同步开展主题为“助力申奥，燃情冰雪，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活动：在沈阳的白清寨滑雪

场，数百名儿童牵
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起将“奥运雪墙”上的 1000
颗心形涂满各种颜色；在青海金帝顺国际滑雪
场，300名儿童在大雪里体验了滑雪、冰车、雪地
拔河等；在四川西岭雪山滑雪场，30余个家庭参
与的绕旗门杆、两人三足等趣味竞速比赛，让很
多西南孩子的初次冰雪运动体验印象深刻。

“相信‘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的成
功举办，会对普及冰雪运动，传递奥林匹克梦
想，夯实大众基础提供一个积极的模式。”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说。

滑雪教育：儿童户外教育重要一课

在北京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的涂文
刚，带着3岁的女儿涂可欣也来到了现场，今年
首次来滑雪的他准备训练女儿一些基本动作。
不过，来时兴趣满满的小可欣，到雪场后却因为
怕冷而死活不愿踏上雪地一步。

活动结束后，一家名为“Everkid”的儿童户
外教育机构给跟小可欣差不多大小的几十个孩
子上了堂滑雪课。有趣的是，这堂课用的竟然
是“双语教学”，教练用英汉双语给孩子们讲授

“雪场理论”。据本报记者归纳，内容涉及滑雪
安全常识、雪场礼仪、急救知识、行为规范等。
在随后约 30分钟的滑雪实践中，这些理论知识

和 英 语
多被实际运用到。

该机构执行总裁张臣
告诉本报记者，由于中国儿童的自我管

理能力比较弱，他们的滑雪培训不只是教授冰
雪运动技能，更注重对孩子开展心智教育。这
家机构成立于 2005 年，共培训了 3000 多个孩
子。

目前，国内儿童滑雪教育尚处初创阶段，且
多以民营教育机构为主。学校教育和民营户外
教育充分合作，是扩大我国儿童冰雪人口的重
要一环。在张臣看来，在瑞士、加拿大、日本等
国，官民联合开展儿童户外教育的实践已颇为
成熟。“在日本，冰雪培训学校每培训一个孩子，
政府就会提供适当的补助；而在瑞士，滑雪教练
必须是复合型人才，首先从调理儿童的心智开
始，其次才是滑雪技能技巧。”

基础建设：大众滑雪时代的关键

佳禾妈妈告诉记者，小佳禾两岁半就开始
练习滑雪，那时候北京雪服、雪具、头盔这些装
备种类并不多，她只得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
为了孩子安全，她总要拿根绳子拴着孩子练习。

近十年过去，北京的雪具市场情况已大有
改观。在渔阳滑雪场一家名为“雪暖装备补给
站”的门市店里，各式滑雪服、雪板、手套、雪鞋、
风镜等品种不少。据负责人莫名告诉本报记
者，要置办齐一套装备，至少也要花费 4000元，
高端配置则要上万元。对于雪具生产，莫名表
示，除了自营服装、手套、包，为了保证质量，其
它硬件主要依赖进口。

在渔阳滑雪场 30余万平方米的雪道上，多
台造雪机、雪道平整车忙着清理雪道。负责运
营这家滑雪场的渔阳集团董事长李伟杰对本报
记者表示，滑雪场自 2005 年开建以来，场地建
设、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前后投资2亿余元。近
年来，随着接待人数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雪
场运营正面临“人多地少”的压力。而在全国的
很多地方，大众滑雪场地缺乏的现象十分普
遍。政府与市场合作开辟冬夏用途不同滑雪
场，或是一个解决方法。以渔阳滑雪场为例，在
夏天，滑雪道则变身为高尔夫球训练场。

我们热情期盼冬奥会，我们更希望它能成
为一个契机，使得中国大众冰雪运动的社会氛
围和基础都能得以夯实。因为只有这样，冰雪
运动才能真正扎根民间，温暖人心。

对于中国冰雪运动而言，这个冬天可谓热闹非凡。“世界雪日暨国际
儿童滑雪节”、首届冬季阳光体育大会等大型活动正相继展开，中国大学
生体育代表团此刻也正在第27届世界大冬会的赛场上争金夺银。

冰雪运动近年在我国正逐渐升温，无论是民间的滑雪、滑冰热，还是
中国冰雪健儿备战冬奥会，喜爱冰雪的热情都在日益高涨。国务院去年
10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曾要
求：“以冰雪运动等特色项目为突破口，促进健身休闲项目的普及和提
高。”而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会也无疑成为推动我国冰雪运
动发展的最大契机。中国冰雪运动正在汇聚天时、地利、人和。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冰雪运动无论是在大
众普及程度上，还是在运动员的整体实力、竞技水平以及后备力量等方
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数据显示，我国辽宁省的滑雪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北京尚不
足5%，而欧美发达国家则能达到30%，这足以说明冰雪运动在我国的“群
众基础”还很薄弱。在欧美的许多国家，滑雪都被列入中小学体育课程，
许多运动员从小就开始玩雪，日积月累“玩”成了专业选手，而中国选手
则往往是“半路出家”，苦练成才。侧重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也使我国
冰雪运动在后备人才上无法与欧美强队匹敌。

可见，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如何“扎根群众”，如何获得更
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从娃娃抓起，是提升冰雪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必由之路。而走好这条
路，关键在于让冰雪运动融入校园。为了让更多孩子接触到冰雪运动，
培养孩子们对冰雪运动的兴趣，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推广冰雪项目、编写
相关教材、设置相关理论课程，甚至分批打造冬季运动特色学校，都是值
得尝试的方法。去年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冰雪运动学校——哈尔滨冰雪
运动学校，可谓迈出了“体教结合”模式探索的崭新一步，值得肯定。

当然，冰雪运动的普及会受到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多个方面的制
约。虽然我国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北冰南展”计划，但冰雪运动发
展区域性差异仍然明显。很多孩子因为地域局限、场地不足、专业指导
缺乏等原因，没有踏上冰场、雪场的机会。破解这个壁垒，需要的不仅是
政策上的支持，更需要市场化的介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加强冰
雪运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给更多人创造更容易接触冰雪运动的条件。

眼下，申办冬奥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但是，发展冰雪运动的意义
绝不仅仅在于四年一届的冬奥会。我们欣喜地看
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申办冬奥开始了解、
接触冰雪运动，享受冰雪运动为大众生活、为青少
年成长带来的多元价值，而这，才是发展冰雪运动
的真正意义。相信有了这个观念上的转变，“3亿人
上冰雪”的目标也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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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运动需要
“扎根群众”

 






















上周末，由国际雪联主办的“世
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在世界33
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展开。在我国，以
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为主会场，北到
黑龙江、南到浙江、西到新疆，全国
15家滑雪场里，4-14岁的孩子们尽情
享受着冰雪带来的欢乐。

这是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奥
会关键节点举办的一次冰雪活动。对
于其提出的“让3亿人参与到冰雪运动
中来”的目标，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相对于国内民众不断升温的冰雪热
情，我们的基础设施、冰雪教育、雪
服雪具的生产情况又究竟是何状况？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我国冰
雪运动在未来能否真正成为温暖人心
的民生工程。

2014 年 10 月，当“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在
WTA年终总决赛上最后一次合作挥拍时，外界对
这档“黄金组合”的解散唏嘘不已。屡创奇迹的

“海峡组合”是否已成绝唱？
现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2015年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又有四对中国内地和中华台北选手搭档的
“海峡组合”出战双打赛场。他们正在改写中国网坛
的纪录，也延续着海峡两岸网球合作的佳话。

层出不穷

1月25日，中国选手张择和中华台北选手张
凯贞首次搭档亮相大满贯混双赛场。持外卡参赛
的两人首轮比赛便一鸣惊人，爆冷击败了去年法
网混双冠军组合格罗恩菲尔德和罗耶尔，晋级16
强。尽管在第二轮比赛中负于谢淑薇和乌拉圭人
奎瓦斯的跨国组合，张择依然成为中国大陆男网
选手在大满贯赛场取胜的“第一人”。

另一对“海峡组合”郑洁/詹咏然的脚步还
在继续。在女双第三轮比赛中，她们直落两盘
击败赛会 4 号种子辛吉斯/佩内塔组合，晋级 8
强。比起张择/张凯贞的首次配对，郑洁和詹咏
然算是老搭档了。2010 年，两人的双打组合就
曾闯入美网 4 强，目前女双赛场数对种子相继
出局，这对“海峡组合”有望刷新自己的大满
贯纪录。

此外，张择还与中华台北球手李欣翰组成男
双版“海峡组合”，而折戟女双赛场首轮的张帅/
庄佳容也是名符其实的“海峡组合”。中华台北
女网选手庄佳容去年还曾与中国小将梁晨搭档，
夺得WTA广州网球公开赛的女双桂冠。

各有所长

虽然年龄相差6岁，但郑洁认为自己和詹咏然
“完全不会有代沟”。比赛中，相对于跨国组合来
说，两人的交流更多，沟通也更加顺畅。詹咏然曾
评价郑洁“心理比我成熟得多，对我来说是很好的
学习机会。”

与郑洁和詹咏然的“姐妹组”不同，生日只差4
天的彭帅和谢淑薇可谓是“闺蜜档”。13岁时，同
在欧洲打球的两人就已相识。2008年，谢淑薇主
动约彭帅配对，也创造了两岸网坛的传奇。

同为“90 后”的张择和张凯贞，代表了
大陆和台湾网坛的新生代力量。尽管是首
度合作，但“双张组合”已在比赛中表现出一
定的默契。

“海峡组合”的出现，与两岸网球水平的
上升趋势及日趋频繁的交流密不可分。

兄弟齐心

“海峡组合”纵横网坛，是两岸体育交流
与合作结出的硕果。回顾历史，这样的成果
殊为不易。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79年《告台湾同
胞书》的发表，为两岸体育的交流打开了一
扇大门。1984 年，台湾代表团以中国台北
的名义与大陆体育健儿共同参加了洛杉矶
奥运会。两岸选手在领奖台上握手互贺的
画面，已定格为珍贵的历史瞬间。从 1989
年开始，台湾先后派队赴京参加亚洲青年体
操锦标赛和亚运会，开启了两岸体育界在自

己的国土上亲密交流的历史。
此后，海峡两岸的体育交流从单向到双向快

速发展、从民间到官方全面铺开，而网球赛场的
“海峡组合”，更是使这样的交流从单纯的、互为对
手的同场竞技，变成互为搭档的齐心协力，让人们
看到了两岸在体育事业上“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的机遇。

1990 年，率团参加北京亚运会的中华台北代
表团团长张丰绪，在回答关于“准备拿多少块金
牌”的问题时，对大陆记者幽默地表示：“你们拿
了，也就是我们拿了。”

而在澳网，郑洁在面对“为何‘海峡组合’配合如
此默契”的问题时，回答同样睿智：“都是一家人。”

讲述体育人自己的故事讲述体育人自己的故事讲述体育人自己的故事

北京八一学校将引荷甲青训

本报北京电（记者朱凯） 北京市八一学校近
日与合力万盛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合力万盛公司即将正式完成对荷甲联
赛海牙俱乐部的全资收购。充分利用这一收购所
创造的有利条件，八一学校将在未来引入荷甲海
牙足球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力争培养出更多足球
人才。这一青训系统引入计划将在今年 3月正式
启动。

亚运奥运会贡献奖被取消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记者马剑） 中央纪委
监察部网站26日正式公布了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巡
视整改的情况。针对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国家体
育总局提出的整改意见包括，取消商业性和群众
性体育赛事审批。此外，国家体育总局还取消了
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奖项的评选，对全运会等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
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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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扬，中国足球运动员。1983 年出
生。天津人。2003 年从天津泰达足球俱

乐部预备队升入一线队，司职后卫。2008 年
短暂转会中乙球队天津火车头队，后加盟天
津松江队，帮助球队在 2010 年升入中甲联
赛，2013年底因伤退役。

记者：你是如何接触到足球的？
冯扬：我小时候身体其实不好，小学4年级的时候，（天津市） 体校

教练到学校去选人，我选足球，周末去训练。到了初中以后，就到足球
学校去，一边上学一边训练。上世纪90年代时，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很多
孩子去参加足球训练，场地很稀缺，一块场地要容纳4个队训练。

记者：家里对你踢球是什么态度？
冯扬：家里对我踢球不支持也不反对。我记得 1992 年到 （天津市）

体校的时候，家里给我买了第一个足球，就是那种黑白框的足球，拿网
兜提着，边走边踢，这是我儿时记忆最深的一个场景。

记者：在中超、中甲、中乙踢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对中国足
球联赛有什么建议？

冯扬：打中乙的话，主要是拼身体和体能；中甲对外援的依赖更
高；中超则更讲究技战术和球队的整体打法。整体来说，中国足球的主
要资源集中在中超，中甲刚刚才获得赞助商。从商业开发角度，各级联
赛的条件很差，整个环境很一般。从中国足协的角度来说，放开一些商
业开发、招商引资的权利，把市场做起来，提高球迷的人口基数，才能
整体促进三级联赛的发展。

记者：你2013年退役的原因是什么？
冯扬：主要还是伤病的困扰。本来我是准备35岁再退役的，但长年

的训练，使我的膝关节磨损特别严重，其中有些破坏是不可修复的，就
没办法再继续坚持了，（提前退役） 还是觉得舍不得。

记者：退役之后主要做什么工作？
冯扬：我退役的朋友中 40%选择当教练、助理教练，其他的人依靠足

球生涯里积累的资源进入企业。我退役后想要在足球的周边领域做一些
尝试，目前主要做足球运动场馆方面的项目，希望继续为足球尽一份力。

记者：退役后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希望？
冯扬：我退役有一年多了，主要问题还是如何融入社会，积累社会

经验，学习各方面专业知识的问题，这个转变过程对退役球员来说比较
困难。我其实非常希望相关部门
能多组织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培
训，或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比如
在职业队内做一些培训，为退役
球员多提供一些与足球相关的后
路。 （彭训文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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