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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2 月 4 日电（记者
许东远）2022 年 2 月 4 日，北京冬
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一
年来，冰雪运动的热度不断向外辐
射，“南展西扩东进”步伐加快。在上
海，冰雪运动从冬季走向四季，黄浦
江畔有冰场、体育课上学滑冰、冰雪
赛场“有身影”，成为冰雪运动深入
南方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黄浦江畔添新冰

　　同一块场地，“夏”可打球，“冬”
可滑冰。在上海虹口足球场洛克公
园内，露天篮球场经过一轮改造变
身冰雪世界。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戴富祺表示，借助北
京冬奥会之势，在南方喜欢冰雪运
动的人越来越多；将篮球场改造成
滑冰场，不仅解决了冬天露天球场
客流量较少的问题，也让爱好冰雪
运动的市民有了滑冰的好去处。
　　兔年春节前夕，位于上海东方
体育中心的玉兰桥冰雪轮运动中心
开放运营，场馆占地约 800 平方
米，能够满足市民“三季滑轮滑、一
季上冰雪”的需求。久事体育东体分
公司市场营销部的冯导航表示：“自
运营以来，场馆深得广大冰迷的喜
爱。”运营期间，滑冰爱好者络绎不
绝。有推着“滑冰助手”慢慢滑行的
儿童，有灵动雀跃的青少年，还有用
手机自拍、寻找童趣的情侣。
　　兔年春节前后，上海推出 20
多项冬季项目赛事活动，统筹兼顾
专业性与群众参与程度。除了十多
块固定冰场开门迎客外，上海还新
添 15 块季节性移动冰场，犹如点
点银珠缀满黄浦江沿线，更点缀了
美丽的城市生活。上海市冰雪运动
协会会长严家栋表示：“北京冬奥会
成功举办后，南方市民逐渐养成了

‘冰雪过节’的习惯。很多上海市民
走进冰雪场地，在滑雪中度过一个午后、一个周末。”

校园体育也加“冰”

　　随着冰雪运动的开展，学生们的体育课表中，也有
了越来越多的冰雪项目。从 2019 年起，上海市黄浦区
卢湾一中心小学依托学校周边的冰场和城市滑雪空间
开设滑冰和双板滑雪基础课程。学校体育课以短期体
验课程为主，同时对有兴趣持续学习的孩子提供进一
步的社团课程，高年级中身体条件好、有发展潜质的学
生可选拔进入校队参加训练。
　　“我们希望通过冰雪项目的引入，拓宽学生们的运
动领域，激发兴趣，磨炼意志，把体育精神真正融入健
康成长。”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表示，冰雪运动
给南方孩子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让他们感受到冰雪
项目独有的魅力。
　　一个平静的午后，10 名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冰
雪萌新”，跟随美国怀俄明大学越野滑雪队展开训
练……这个“冰雪奇缘”般的场景，源自一次中美高校
之间体教结合的试验。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唐炎介绍，
从 2019 年第一届“体教结合越野滑雪‘直通怀俄明’
项目”选拔，到 2022 年选拔第三届赴美人才，一批批
跨项运动员用热爱铸就一道道梦想“冰桥”，开辟了中
国南方体育类高校投身冬季项目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
的先河。2021 年末 2022 年初，项目成员代表上海体
院参加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越野滑雪锦标赛，取得个人
项目前八名、团体前六名的突破，创造了学校的历史。
　　截至目前，上海共有冰场 14 块，室内滑雪场所 43
处，冰壶场地三个共八条冰壶道。上海市共开展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冰球、速度滑冰、冰壶、雪车、滑雪等七个
冰雪运动项目，累计举办青少年冰雪赛事 5000 多场
次，每年有 120 万人次青少年参与其中。上海市教委、
市体育局确定了 39 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57 所上海市中小学校园
冰雪运动特色学校、32 所全国青少年冰雪特色学校。

冰雪赛场有身影

　　北京冬奥会时，有三位上海“冰壶姑娘”参与了赛
事的服务保障工作。她们分别是担任冬奥会国际技术
官员的王珏、冰壶比赛副计时长李凌姝，还有北京冬奥
会赛场上中国唯一的女制冰师张芷源。冬奥会结束后，
她们也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感受着冬奥后南方城市冰
雪运动的日渐火热。
　　“以前是我们去学校里挑人、选人，现在是学生和
家长主动来参加冰壶运动。”作为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
体育运动学校冰壶教练，王珏深有体会，“冬奥会后，南
方孩子对冰雪运动的认识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喜欢冰雪项目，也愿意去尝试参与。”
　　 2022-2023 赛季全国冰壶锦标赛即将举行，张芷
源将作为教练带领上海电机学院组队参加比赛。“随着
冰雪运动不断发展，大小赛事越来越多，这正是我们冰
壶人所期待的。”张芷源说。
　　“得益于北京冬奥会的‘扩大效应’，南方的冰雪运
动从参与人数到竞技水平都发展得很快。”中国首位冬
奥冠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杨扬表示。在 2022
年 11 月开赛的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上，除了往届
就有的冰壶和花样滑冰项目，还增设了冰球和短道速
滑比赛，这些项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青少年选手。

“期待未来上海能有更多、更精彩的冰上体育赛事与活
动呈现给市民，同时能有更多来自上海这座南方城市
的冰上运动员参与国际大赛，争金夺银。”杨扬说。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国内少有的既举办过短
道速滑世锦赛，又举办过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城市，还曾
举办过九届短道速滑世界杯、三届中国杯花样滑冰大
奖赛和三届上海超级杯赛事。2022 年 6 月，国际滑冰
联盟决定，2024 年将在上海举办四大洲花样滑冰锦
标赛。        （参与采写：杨恺、吴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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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冰丝带”
的场馆纪录墙上多了 10 个名字。11 岁的张
骞予是 4 日“冰丝带”市民速度滑冰系列赛
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作为女子青少年乙组
优胜者，她和另外九位市民优胜者得到了纪
录“上墙”的冬奥冠军待遇。
　　让百姓成为冬奥赛场上的绝对主角，
是北京冬奥会留下的最宝贵财富。自 2022
年 7 月 9 日“冰丝带”正式对公众开放至
今，“冰丝带”累计接待游客近 21 万人次，
其中 14 万人次体验参与了冰上运动。此次
比赛正是场馆培育自主赛事新的探索，北
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程淑洁说，未来，场馆将承办多元化、多层
次的赛事，不断创新方式邀请公众走进“冰
丝带”。
　　在向大众开放的道路上，“冰丝带”并不
孤单。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在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雪 飞 燕”、在 河 北 崇 礼 的 云 顶 滑 雪 公
园……众多冬奥场馆在这个雪季成为无数国
人的打卡地。4 日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热闹非凡，河北省第四届冰雪运动会正式
开幕，并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张家口赛
区竞赛场馆后续利用计划和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项目，河北省体育局局长王彪表示，希望
能巩固提升河北 3000 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成果和质量，带动冬奥场馆和市县冰雪场馆
综合开发利用，助推后奥运经济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冬奥
场馆。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吉林省冰雪市
场表现火爆，万达长白山度假区营业收入连
续三天超千万元，北大湖周边民宿订单较
2019 年增幅达 16 倍。吉林省体育局局长牟
大鹏表示，北京冬奥会一年以来，冰雪运动
在吉林省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目前共建成
各类滑雪场 75 家，雪道总面积 1256.8 公
顷、总长度 358.1 公里，单日最大接待量达
12 万人次。
　　在冰雪资源较为稀缺的南方，冰雪产业
的发展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安徽省天
柱 山 滑 雪 场 负 责 人 张 伟 对 此 感 受 很 深 ：

“2022 年之前，我们一年最高接待量也就 1
万多人（次），但北京冬奥会举办这一年就达
到 3 万人（次）。”今年春节七天假期，滑雪场
接待量达 1.1 万人次。“从 2022 年 12 月 18
日开始算起，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这个
雪季接待量就已超过 4 万人（次）。”张伟还

发现，自带滑雪设备的“发烧友”和有组织的
滑雪俱乐部成员越来越多了。
　　兔年春节前后，上海推出 20 多项冬季项
目赛事活动，除了十多块固定冰场开门迎客
外，上海还新添 15 块季节性移动冰场。虹口
足球场洛克公园的露天篮球场就摇身一变成
为滑冰场，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戴富祺表示，南方喜欢冰雪运动的人越来
越多，这个改造不仅解决了冬天露天球场客

流量较少的问题，也让爱好冰雪运动的市
民有了滑冰的好去处。
　　而在江苏，社区冰雪运动会已在淮安、
宿迁、徐州、无锡等地先后举办，3 月前还
将在常州、苏州举办。从 3 月开始，江苏省
中小学生冰雪项目系列赛活动将进行
19 场。
　　从看冬奥比赛，到自己上场学习滑冰
滑雪，是这一年来不少中国人的新尝试。南

京市民陈茜去年第一次踏上真冰，今年春
节期间第一次穿上了雪板，“冰雪运动的魅
力真的很强，虽然我还只是个初学者，但已
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发烧友，我想下个雪季
能到北方去滑更有难度的雪。”26 岁的她
说自己有了新目标。
  （记者王恒志、李春宇、张骁、夏子麟、
杨帆、秦婧、张玮华、李典、王帆、周畅、许东
远）      新华社南京 2 月 4 日电

冬 奥 一 周 年 ，全 国 冰 雪 热

（上接 1 版）

阳光雨露，鼓励“企业敢干”

　　“还好我们出去了！”浙江容色纺织品有
限公司外贸主管李留燕说，“欧洲参展回来，
我们对海外市场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也为今
年开拓新市场打下基础。”
　　新的一年，浙江企业干劲十足、闯劲
骤增。
　　机器手快速运转、员工各司其职、“协奏
曲”车间奏响…… 1 月 31 日，位于台州汽车
小镇的沃尔沃汽车台州工厂全面复工复产。
厂区负责人表示，正抢抓订单赶进度，保证生
产效率，为首季开门红打下基础。
　　企业冲锋在前，政府的服务也要转变，更
主动地发现企业需求。
　　去年以来，杭州推出 153 项改革事项，
全面启动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温州出台
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30 条；台州出台壮
大市场主体的新“三十条”……
　　按下“发令枪”，动作就要快。浙江各地正
加强政策集成供给，做好生产要素保供、员工
返岗保障等工作。
　　“这次来的 38 家企业，在用工规范、薪
资待遇、食宿条件等方面都不错，共提供就业
岗位 5502 个。”1 月 30 日，在“杭州-广元”
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现场，杭州市人
力社保局党组书记董悦向务工者们发出诚挚
邀请。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2022 年浙江吸纳

外省劳动力 2200 余万人。根据计划，近期
浙江将举办 320 场“跨省招工”活动。
　　助企招聘，形式不拘一格。联系相关企
业、准备宣传短片、布置车厢……这几天，
杭州客运段甬广车队党总支书记陈美芳正
为一场特殊的招聘会忙活，“普速列车有不
少务工旅客，我们筛选了 10 家企业，将举
办第三届列车招聘会。”
　　截至去年底，浙江市场主体突破 940
万户。今年的浙江省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

《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企业
主普遍认为，这为推动中小微企业持续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融资难题往往困扰小微企业。在国家
级小微金改试验区台州，金融服务实现了
增量扩面降本增效。全市小微贷款户数由
2015 年末的 24 万户增加到 2022 年末的
57.8 万户；小微贷款余额占比 48.6% ，高
于全国近 20 个百分点；银行业不良贷款
率从 1.58% 下降到 0.42% ……

万物竞发，引导“群众敢首创”

　　 8 年前，还不到 30 岁的姚立凡放弃
了杭州生活，回到故乡嘉兴市嘉善县姚庄
镇，成为一名农创客。2020 年，他通过自
留地置换，“拎包入驻”了姚庄镇搭建的现
代农业小微产业园，为自家草莓园插上“智
慧之翼”。
　　穿行于跨径 12 米、顶高 4 米的钢结
构大棚中，姚立凡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

里配备了高效节水生态灌溉系统，植入了
‘互联网+’、VR 等技术，充满了科技趣
味。”新的一年，他又开始思考如何转型销
售模式，帮助更多种植户销售土特产。
　　在浙江温岭，基层群众首创的“红网共
富工坊”火热运行。工坊共培训了 500 多
人次电商从业者，帮助了约 170 名农村青
年电商创业和 900 多名剩余劳动力上岗
就业，拉动电商零售额超亿元，助民增收近
3000 万元。
　　首创，不仅在希望的田野，更发生于火
热的制造车间。
　　刚一开年，台州机床装备产业迎重磅
利好：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
落户台州温岭，成为目前浙江省建设的 10
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这是中小机床企业
共同创造的‘勋章’，更是推动新发展的科
技引擎。”据相关协会负责人介绍，台州有
机床装备企业 2000 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200 多家，经济型数控机床产量约占全国
1/3。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风险、缩减时
间成本……最近，在位于湖州吴兴区八里
店镇的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职工陶绍京收获惊喜：经过省级专家组评
定，他的新工艺被省总工会授予“第八批省
级先进职业操作法”。
　　“一线职工的创造性发挥出来，能产生
不可估量的效益；产业转型升级的每一步，
都有职工的助推。”吴兴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王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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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月 1 日，两名小女孩在重庆市南川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金佛山景区内玩雪板。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图 2：1 月 1 日，游人在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滑雪场滑雪。                新华社发（宋文摄）
图 3：1 月 26 日，在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镇的老君顶景区内，游客在体验雪圈。 新华社发（曹建雄摄）
图 4：1 月 22 日，小朋友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滑冰。                   新华社记者任超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记者姬烨、李
春宇）“雪花，雪花，开在阳光下……”4 日晚，
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之际，北
京首钢冰球馆响起了主题歌《雪花》。“纪念北
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
力，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
丹等共同启动了系列活动。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
活动”以“非凡冬奥路 一起向未来”为主题。
启动仪式现场，开场视觉秀、冬奥歌曲和精彩
短片的呈现，唤起人们对一年前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的美好回忆。启动仪式上，北京奥运博
物馆新馆标正式发布。

　　在视频致辞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首先用中文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他
表示：“回顾过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
未来，中国更应信心满满。北京冬奥会遗产
成果已经开始惠及民众，所有奥运场馆均
已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冬奥会在创新绿色
科技、普及健康积极生活方式、发展冰雪运
动产业等诸多领域树立新标。中国奥运人
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快、更
高、更强——— 更团结’。”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致辞时
表示，冬奥遗产正在转化为推动新时代首
都发展的强大动能，我们将大力弘扬北京
冬奥精神，发挥“双奥之城”独特优势，坚持
开放创新，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大力推动新

时代首都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
列活动”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
办，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北京
市、河北省体育和残联部门承办，于 2 月
至 3 月间在北京冬奥会京张两地三赛区
同时推出。系列活动共由 8 项主题活动组
成，主要包括“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
一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辉煌冬奥”
主题展览暨群众性冰雪运动嘉年华、群众
性体育活动、奥运文化大集市、北京冬奥
精神巡展边疆青少年冬奥梦想营和纪念
北京冬残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活动等
内容。

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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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来到山东烟台福山
区冰上运动中心的冰球场地
时，正巧看到孔奕博振臂庆
祝。当晚的友谊赛中，他所在
的“水手队”大比分战胜了从
青岛来访的“鲨鱼队”。
　　“第一次站在冰上的时
候，我就爱上了这种感觉。我
喜欢滑冰，更喜欢赢球。”孔
奕博是福山区东华小学三年
级的学生，接触冰球运动已
有三年，现在他已经是烟台
当地青少年队伍“水手队”中
的主力球员。
　　孔奕博与冰球的缘分起
源于当地开展的“冰雪运动
进校园”活动。“学校的体育
老师带着他和其他同学来到
冰上运动中心，在教练的指
导下，他们上了一堂冰上运
动体验课。”孔奕博的父亲孔
鹤霖回忆说。他没有想到，当
时紧紧抓着小凳子“蹒跚学
步”的小不点，现在已成长为
在冰场上自由驰骋的潇洒
少年。
　　烟台市福山区从 2019
年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目
前已经有 2 万多名小学生在家门口体验到了
冰上运动的乐趣。”福山区教育和体育局体育
管理科科长林文涛介绍说，如果孩子对冰球
等项目产生兴趣并通过自身努力进入校队，
还可以享受到政府资金支持，减免部分训练
费用；这也是鼓励更多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
的一项举措。
　　烟台虽然位于山东省，但受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影响，其降雪量比肩我国东北地区，
被称为“中国雪窝”。近年来，“雪窝”和冰雪运
动的“缘分”日益加深。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
功举办，越来越多的当地民众开始认识、了解
冰雪运动，并且积极参与其中。
　　“福山区被授牌‘山东冰雪运动中心’‘中
国冰球协会教练员培训基地’，我们还举办了
全国大众冰雪季、全国青少年冰球赛、山东省
第六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等一系列活动及
赛事，‘冷运动’逐渐‘热’了起来。”烟台市福
山区体育中心主任马东介绍。
　　烟台市冰上运动协会会长栾筠杰认
为，推动冰雪“小众”运动向“大众”发展，也
是当地探索“体教融合”新载体的体现，“走
向大众的冰雪运动未来能创造更多社会价
值。”          （记者张武岳）
       据新华社济南 2 月 3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