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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宥力

“我是幸运的，能为 2022 北京冬奥会服务！”康金

子开口的一瞬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或许就是一

名体育人的自豪感。

如果说初识冰雪只为追梦，那么站在北京冬奥

会令人震撼的“雪如意”赛道上，对康金子来说，就是

圆梦。

然而，从追梦到圆梦这条路，康金子走得太不容易。

首次带队外训，
她“忘”了自己是谁

东北三省的冷是难以想象的。

康金子说，夏季项目训练是哪儿热往哪儿走，冬季

项目就是哪儿冷往哪儿钻。对于从夏季项目跨界选材

过来的康金子和队员们来说，适应“冷”就是基本功。

“雪场离市区很远，就是花钱买也没地方买保暖

的衣服去。”从小衣食无忧的康金子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为一件衣服犯了愁。

“拉着脸也得借，解决队员们御寒的问题是头等

大事，不能耽误了训练。”康金子说，“那时候我根本

不在乎自己教练的身份，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你要

‘忘’了自己是谁，你就离成功不远了。”就这样不停

地心理暗示，康金子迈出了“借”装备的第一步。

“旧是旧了点，能解决问题就行。”康金子说，队

员们虽然穿着别人淘汰下来的衣服，但训练的刻苦

精神一点都不差，“队员们的刻苦和朴实感动了当地

的教练和运动员，大家最后就像一家人。”

首次带队参赛，
她看到青海冰雪竞技的希望

赛场是训练场的试金石。

外出训练 4个月的时间里，康金子除了每天操心

队员们的吃喝拉撒，关注每一名队员的训练状态，她

还在时刻关注着全国各类大大小小的比赛信息。“我

们的队员岁数小，参加不了成人比赛，但 U 系列的比

赛是完全可以的。”

在康金子看来，队员们上雪虽然只有 4 个多月，

但急需一场比赛来检验一下训练成果，学习先进的

技术，积累比赛的经验，看到和强队的差距，提升自

己的信心。

当她把要带着队伍出去比赛的想法告诉八一队

的教练时，整个教练组惊呆了。甚至有人笑话她，初

出茅庐的小丫头还挺敢想。康金子说，当时全国冰

雪运动的推广还在起步阶段，冰雪项目主要集中在

东北三省，对于习惯了参加全国以上级别的队伍来

说，他们甚至很少了解U系列等级别赛事的信息。

问题接踵而至。要比赛就要雪板，“平时训练的

雪板破点旧点能凑合，可是比赛不行啊。”康金子说，

“借，上次瞅准八一队，这次瞅准新疆队，他们不但有

国内最好的雪板，还有最好的打蜡团队。”

就这样，康金子带着队员们踏上了自组队以来第

一场比赛的赛场。这场在陕西举行的比赛，给年轻的

青海越野滑雪队带来了很多收获：在17支队伍参加的

团体赛中，队伍收获了第 6名的好成绩。队员们的自

信心得到极大的提升，训练状态更进一步，也挖掘出

青海冰雪竞技体育的潜力。

首次服务冬奥，
她圆了自己的梦

“我们这个位置的筛选是非常严格的，前后经过

了好几轮，我很庆幸自己能通过选拔。”康金子告诉

记者，最初涉及冰雪运动，就是单纯地感兴趣，觉得

冰雪运动非常有魅力。了解得多了，看到的多了，就

想着能服务北京冬奥会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儿！

“我真的圆梦了！”康金子说，当她第一次看到

“雪如意”的时候，全身热血沸腾。“太震撼了！太美

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雪道，是全世界顶尖级的

场地。特别是到了晚上，灯光打在雪上，‘雪如意’就

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她说，“站在那里只有一个

感觉，这才是奥运会的赛道，而这样的赛道只有中国

有，特别自豪。”

在康金子看来，北京冬奥会让中国的冰雪运动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激发的是方方面面的潜力，也是

向全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每天的工作很累，

压力也很大，但如果越艰难却能越出色的话，自己才

不会留下遗憾。冬奥会只有 18 天，但留下的回忆却

会是一辈子。”

康金子说，多少年的期盼和努力，多少人的期待

和付出，终将成为奔向梦想的“赛道”。

追梦追梦··圆梦圆梦
本报记者 李 欣 王宥力

这个春节假期，青海大
地涌动着澎湃的大众冰雪热
潮：从冰雪运动会的青春动
感到网红打卡冰雪交融的唯
美画面；从迎来森林滑雪运
动客流小高峰到去“冰雪文
化节”玩冰嬉雪……全省各
地都以不同方式投身冰雪健
身旅游活动，为北京冬奥会
加油鼓劲。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2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
那样，“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
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
运动的题中之义。”筹办冬奥
会，确立“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目标，推动中国冰雪
运动的跨越式发展这一宏伟
设想，奏响了体育强国建设
的新乐章，也使我省乘“冬
奥东风”，开启了一场“冰雪
奇缘”！

搭乘搭乘““冬奥东风冬奥东风””开启开启““冰雪奇缘冰雪奇缘””

“冷冰雪”正在变成“热经济”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青海大地上“冰雪氛

围”日益浓厚。北京冬奥会，犹如高山之巅的晨曦，为各地

冰雪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省也不例外。

去年年底，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体育局联

合印发《关于促进冰雪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共同推动青海

省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明确到 2025年，推动青海省冰雪旅

游形成较为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较高品质的发展格局，冰雪旅

游市场健康快速发展，培育一批设施完备、管理服务到位的冰

雪旅游基地，文化特色鲜明的冰雪旅游线路和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四季皆宜的冰雪旅游产品，初步形成青海省冰雪旅游目

的地产品体系。参与人数大幅增加，消费规模明显扩大，冰雪

旅游成为青海冬季旅游业的重要业态。

令人振奋的消息背后，“冷冰雪”正在变成“热经济”。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全省文旅部门

将紧紧抓住北京冬奥会的契机，以西宁、海东为中心，以体

验休闲为主，推广普及冰雪旅游，促进冰雪旅游消费，提升

冰雪旅游品质，培育冰雪旅游品牌，推进全季旅游发展，让

全省冬季旅游释放生机和活力，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增添新动能。

推动形成以西宁、海东为中心、辐射六州的冰雪旅游发

展空间布局，重点支持已有滑雪场、嬉雪场、滑冰场等冰雪

旅游项目提质升级，促进冰雪旅游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

化方向发展；

丰富冰雪旅游产品供给，推动冰雪旅游景区和基地建

设，开发冰雪观光产品，扩大冰雪休闲体验产品；

激发冰雪旅游消费潜力，培育消费理念和市场主体，大

力发展冰雪运动，推动冰雪研学旅游，丰富群众冰雪活动；

提升冰雪旅游公共服务，开展冰雪文化进校园活动，培

养复合型冰雪旅游人才，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

从省体育局也传来消息，北京冬奥会后，我省将加大冰

雪场地场馆建设支持力度，支持青海冰雪人才培养，持续打

造冰雪运动体育赛事，放大“后奥运时代”冰雪运动辐射面。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让我们共同见证 2022 北京冬奥会开幕的重要时刻，共

同见证青海大地的这场“冰雪奇缘”！

让“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得到充分展现

冬日，走进西宁市湟源县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

这里已变身“雪野仙踪”。四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冰瀑、

冰挂，近万盏彩灯、射灯、水幕灯、激光灯组成的夜景

灯光秀，把这里装扮得晶莹剔透、冰清玉洁、美轮美

奂。在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里，游客仿佛置身于如梦如

幻的冰雪王国，宛若仙境。

跟气温成反比的是，我省冰雪旅游热度持续升高。

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的数字显示，2022 年元旦

小长假，冰雪游成为畅销产品。康乐滑雪场、金帝顺

滑雪场、老爷山滑雪场、北川湿地滑雪场实现旅游收

入近 130 万元 ，宗家沟文化旅游景区实现旅游收入

95.65万元，乐都瞿昙国际滑雪场实现旅游收入 12.3万

元……

冬奥会的举办不仅为我省冰雪运动发展赋予强

大助推力，这份“冰雪奇缘”也为我省冰雪旅游发展掀

开新的篇章。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省各地结合当地资源禀

赋，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方式，不断加大冰雪产

品开发力度，重点打造林海雪原冰雪观光游、冰上竞

技、户外滑雪戏雪等冰雪旅游产品，冰雪旅游消费比

重不断提升。

各地先后以“欢乐冰雪 健康青海”为主题广泛开

展各类冰雪主题系列活动。举办了互助冬季冰雪体

育旅游嘉年华、“冬韵大美青海、融情幸福西宁——冰

雪旅游节”“雪耀黄河·相约贵德”冰雪季、大通冰雪欢

乐季等特色冰雪旅游活动。涌现出了卓扎滩等冰雪

旅游的“后起之秀”和宗家沟等冰雪旅游的网红打卡

地，目前已初步形成以西宁、海东为核心圈的冰雪旅

游发展格局。

酣畅嬉雪的同时，人们还能欣赏大自然的壮美风

光，感受当地的风俗文化、特色美食。一次冰雪游，带

动了交通、住宿、餐饮和其他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消费。

不仅助推我省冰雪运动发展，又可补齐青海冬季旅游

短板，实现旅游从淡旺分明向四季常旺转变，让“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在青海高原得到充分展现。

为高原体育强省建设
注入新的活力

冬日周末，西宁人民公园热闹非凡。市民们在湖面上滑

冰、玩冰车，嬉笑声不绝于耳；

雪后，一群群冰雪运动爱好者带上雪具，奔赴滑雪场，纵

情冰雪间；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由远及近，位于西宁市市民中心的西

宁市冰球馆，小朋友们脚踩冰鞋往来穿梭，“一提到冬奥会，孩

子特别期待，说自己的水平也不能落后！”一位观看孩子滑冰

的家长自豪地说。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相约冰雪，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

择。而对他们来说，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冰雪项目，感受冰雪世

界的魅力，也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冰雪运动发展，积极贯

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结合省

情出台了《青海省推动冰雪运动发展实施方案》《青海省竞技

体育冬季项目新周期发展规划（2021－2025）》，着力推动我省

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使得冰雪运动在我省逐步升温，冰雪运

动场馆数量逐渐增加，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逐年增长，竞技体

育冰雪项目取得突破，冰雪运动的空间与潜力持续释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省共有11家滑雪场，其中取

得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的初级滑雪场有 8 个，还有 5 家

嬉雪场，3 家滑冰（冰壶）馆。目前在建的多巴国家高原滑雪场

总投资近 3 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7988 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我

省唯一的国际标准滑雪场，也是西北规模最大的滑雪场。

我省连续五年印发《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系列活动实

施方案》，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的各类冰雪主题系列活动贯穿了

整个冬季，使冰雪运动成为青海高原的特色运动。

2018 年，我省依托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场馆资源，

组建越野滑雪、冰壶、冬季两项 3支竞技体育专业队，省体育运

动学校组建相应的冰雪项目后备人才训练队伍。国际冰壶精

英赛在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连续举办四届，现已快速成

长为国际A类赛事，被纳入到世界冰壶巡回赛全球精英赛系列

积分系统。青海已有 4支冰壶队，队员拓展至 20多名。在 2021
年初进行的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中，青海越野滑雪队共获得 5
金、3银，3个第4名、1个第5名、1个第8名的好成绩。

短短几年间，曾经小众的冰雪运动已经融入我省群众的

日常健身生活中去，为推动高原体育强省注入新的活力，更深

刻地诠释了“国运兴则体育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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