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众席上助威声声，冰球场上你追我赶，比赛双方教练

员站立护栏旁聚精会神观战……虽然冰球场内温度已经低

达0摄氏度左右，但中国城市报记者依然被激烈的比赛以

及观众们充满激情的呐喊声所感染，整座冰球场上空弥漫

着既火热又紧张的竞技气氛。

这一幕发生在8月下旬北京市华熙LIVE冰上中心举办

的2023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上，正在交锋的是来自

北京市海淀区与丰台区的青少年冰球队。在观众席上，有

家长向中国城市报记者透露，自己为孩子的这次比赛投入

了不少资金和精力，希望孩子及其队伍能取得靠前的名次。

举办市一级青少年冰球锦标赛是北京冰球事业高质效

发展的缩影，而在各区县，大大小小的冰球赛事更是层出不

穷。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自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

后，冰球这一冰雪运动项目受到越来越多北京市民的关注

和喜爱。在此背景下，北京逐渐成为继齐齐哈尔、哈尔滨

后，我国又一个重要的冰球事业、产业发展集聚地。

▲北京市女子冰球队守门

员教练、海淀区冰球队守门员教

练谢明在2023年北京市青少年

冰球锦标赛上为参赛队员作赛

前指导。

◀2023年北京市青少年冰

球锦标赛上，北京市海淀区和丰

台区两支青少年冰球队的队员

正激烈拼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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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冰球运动全民参与氛围浓北京冰球运动全民参与氛围浓
青少年带动

北京冰球事业快速发展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业内人士向
中国城市报记者分析表示，北京近年来
冰球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可说是由
青少年推动起来。除北京冬奥会带起
了广大青少年对冰球运动的关注外，冰
球进校园系列活动也得到北京市教育
部门的大力支持，一批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和社会资源携手共建冰球校队。相
关数据显示，仅2021赛季北京市中小
学生校际冰球联赛就有近130支队伍
参加。

作为北京青少年冰球队的重要赛
事——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其参
赛队伍几乎囊括了海淀、朝阳、东城、西
城、丰台、昌平、大兴等各区的青少年冰
球队。在本届锦标赛上，经过连续多日
比拼，冰球男子甲组（15至18岁）、男女
混合丙组（11至12岁）冠军由海淀区青
少年冰球队获得，男子乙组（13至 14
岁）冠军由丰台区青少年冰球队获得。

从此次锦标赛来看，目前北京市各
区青少年冰球队水平如何？北京市女
子冰球队守门员教练、海淀区冰球队守
门员教练谢明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北京市体育管理部门的
带领下，各区体育相关单位、冰球俱乐
部多年来大力提升冰球运动硬件设施
品质及软件服务能力，使各区冰球队水
准均得到显著增强。从赛场表现和基
本是1到2分的比分差距可见，各区青
少年冰球队水准相差无几。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在2023年
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现场，除了为
自己孩子加油打气的家长外，还有不少
独自前来观战的冰球爱好者。今年55
岁的北京市民孙黔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他对各类冰雪运动非常感兴趣，也
亲身体验过滑雪、冰壶、冰球等项目。

“实际上，具有快节奏、强对抗等特征的
冰球运动更适合青少年这个群体。通
常情况下，冰球运动员除了冰上滑行能
力出众外，还需要高度的灵活性和力量
性。”孙黔说。

政策组合拳
助推形成良好发展氛围

北京冰球运动事业和产业虽然起
步较早，但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受
制于资金、设备、场地、观念等客观因素
影响，其初期发展举步维艰。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其
实这种困难并非仅局限于北京市，冰球
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哈尔滨市、佳木
斯市早期也存在类似问题。此外，有媒
体曾报道，2005年前后，即便是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中心，每年在冰球项目上的
预算资金都不到百万元，连维持国家队
的正常训练和国际比赛任务都捉襟见
肘，整体项目布局更是未成气候。

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我

国冰雪体育事业、产业迎来新发展契
机。2016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
2022年）》出台；2019年3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
雪运动的意见》。这些政策都为北京围
绕包括冰球在内的各个冰雪运动项目
打造城市名片、培育城市特色、拓展城
市运动场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以来，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到3.46亿人，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在这一目标实现的过
程中，一大批冰雪人才脱颖而出，不仅
改变了我国冰雪运动的风貌，也为社会
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新机遇。

谢明正是这个时间段从齐齐哈尔
来到北京，成为冰球国家队的一名专业
运动员。在他看来，北京发展冰球事业
和产业具有政策条件好、客观环境佳、
教学资源丰富、配套设施成熟等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从国家队退
役后，谢明依然坚持留在北京，为当地
的青少年冰球事业与产业发展贡献力
量。谈到个中原因，谢明表示这主要在
于北京尤为重视对青少年冰球运动员的
培养。“我小时候在齐齐哈尔，冬天最主
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各种与冰雪相关的运
动及活动。其中，冰球更是深受青少年
喜爱的一项运动。”谢明回忆说，“我和小
伙伴们经常结队一起玩。即使室外天寒
地冻，我们也在室内玩得火热。”

谢明笑称自己后来成为冰球运动
员，是“玩成了专业”。“所以在我看来，
一座城市的某个体育事业和产业能否
发展起来，除了该项运动在当地的群众
基础和文化氛围外，更要看其能否扎根
在青少年群体中。对于已经建成亚洲
最大青少年冰球培训和比赛体系的北
京市，其整体的冰球事业、产业无疑是
极具发展后劲的。”

加大对冰球产业
上下游的扶持力度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多家
冰球俱乐部后注意到，虽然北京冰球运
动产业发展氛围佳、环境好，但仍面临
着运动员配套装备产业链发展跟不上
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绝大多数球员
的装备和训练成本较高。正因如此，冰
球运动也一直被称为“贵族运动”。

目前，北京青少年进行冰球运动训
练的花销在什么程度？送孩子参加冰
球训练已有两年的北京市民张女士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她为孩子投入的冰
球训练、装备置办等费用大约为每年十
几万元。

张女士的孩子在北京某冰球俱乐
部接受守门员培训。“冰球守门员需要
配备头盔、护颈、手套、护腿、冰球鞋、护
裆、护胸和球杆，全套算下来需要1万多
元。随着孩子身高体型的变化，护具还
需不断更换。”张女士说，“此外，冰球运
动的训练费用在每课时400到500元之

间，每周至少上5个课时。俱乐部每月
还定期组织外出集训，学员也需支付相
应费用。”

既然冰球运动相对很多体育项目
更费时、费钱，为何还这么受家长欢
迎？北京浩泰冰球俱乐部的范教练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冰球
作为一项“强悍”的运动，对青少年身体
素质的锻炼是多方位的，主要包括力
量、速度、耐力、灵敏性及柔韧性等。冰
球运动尤其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很多
家长反映孩子打了冰球以后身体素质
得到极大改善，很少生病。此外，作为
集体项目，冰球运动不但能增强孩子
体质，还能增强他们的团队荣誉感和协
作能力，这对孩子未来融入社会有一定
帮助。

范教练聊到冰球运动时重点介绍
了守门员这一角色：“门将是冰球队的
灵魂，也是稀缺角色。因为守门员基本
一上场就需要打满全场，需要有极强的
耐力和专注力。而且，国内外的职业冰
球队都很缺守门员，在这方面具有天赋
并愿意付出汗水的孩子，未来考体校或
进专业队都极具优势和前途。”

对于冰球护具和训练费用高昂等
情况，范教练解释称，现在的护具基本
来自国外，成本较高；训练费用除训练
本身外，还包含了对冰雪场地设施等维
护的投入，所以价格居高难下。

如何解决这一类问题？范教练建
议，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鼓励我国的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积极培育国产冰球
护具品牌，加大对冰球产业上下游企业
的扶持力度；其次，要推动建设更多冰
球训练和比赛场地，通过补贴等方式减
少冰球队租赁场地的费用。“只有整体
配套政策及产业跟得上，北京冰球运动
的发展后劲才会更足更强，冰球事业才
能表现得更加出众。”范教练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