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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靓 王湘琳

8 时 30 分进行热身运动，9 时 30
分开始冰壶训练。2 月 9 日清晨，青海

省冰壶队主教练孟庆峰与冰壶队员

们，早早进入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

基地冰壶馆，开启一天的冰壶训练。

“今天上午，我们进行‘投营训练’

和‘点线滑行训练’。在训练中，大家

要注意投壶时最后出手的这一下，出

手这一下很多人控制的还不是很好，

一定要加强练习。”只见孟庆峰屏息凝

神、瞄准、投壶，向队员们演示投壶的

关键手法。

今年 39 岁的孟庆峰来自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市，担任青海省冰壶队主

教练已有三年时间。一米九的大高个

儿，一口纯正的“东北腔”，是记者初次

见到孟庆峰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虽然我们近期还是以体能训练

和基础技术训练为主，但队员们依旧

精神满满，练得不亦乐乎。”孟庆峰所

说的“乐”，与北京冬奥会密不可分。

2 月 4 日晚 8 时，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在全世界面前惊艳亮相，随即各项

赛事也全面展开。每天下午 2时 05分

和晚上 8 时 05 分，孟庆峰和队员们都

会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冰壶比赛，而

最抢眼的还是他们用手中的笔和纸详

细记录着每场比赛中的技术和战术。

2018 年底，通过跨界跨项选材，

青海成立了青海省冰壶队，目前共有

队员 24 名，大多数为“00 后”小将，他

们是我省第一支专业冰壶队。“由于冰

壶普及率不高，缺乏必备条件，一切都

要从零开始。”

2019 年 3 月，开始担任青海省冰

壶队主教练的孟庆峰，对青海冰壶运

动的发展心里没底。

随着“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逐步推进，从无到有的冰壶馆、越来

越多的冰壶爱好者……冰雪运动开始

在青藏高原“升温”。

“孩子们的训练积极性都很高，很

多跨界跨项过来的队员刚开始上冰都

很不适应，但学着学着也就对冰壶运

动放不下了。”更令孟庆峰欣慰的是，

这些年，青海省冰壶队的基础也在一

步步打牢，并逐步向中高水平发展。

前方激烈比拼，后方激动人心。“北

京冬奥会冰壶比赛激发出队员们的比

赛热情，这几天，大家都嚷嚷着想来场

队内比赛。”孟庆峰笑着说，越是这种时

候，我越需要给大家强调基础训练的重

要性。对于这些正值青春期的“00后”

小将们来说，磨练意志品质很重要。

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的冰壶运

动 ，是 一 项 耐 力 与 智 力 相 结 合 的 运

动。每场比赛中技术、心态、配合的较

量，才是冰壶运动的魅力所在。“我更

希望队员们能从这些顶级球队的身

上，学到如何在瞬息万变的比赛中进

行动态调整。”

“北京冬奥会是世界瞩目的体育

盛会，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更是一次

难得的学习机会，和教练一起分析探

讨比赛，不断提升自我。”青海省冰壶

队队员李欣芮激动地说，“每当我们国

家 的 冰 壶 选 手 在 赛 场 上 奋 力 喊 出

‘Hurry’的 时 候 ，我 的 心 跳 也 跟 着

‘Hurry’起来。”

19 岁的李欣芮原本练习跆拳道

项目，三年前，通过跨界跨项选材进入

青海省冰壶队。“刚开始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学起了冰壶，第一次上冰两腿打

颤也会摔跤。没想到一遍遍的基础训

练让我爱上了冰壶滑行、碰撞的声响，

每一次精准投壶都是我最开心的时

刻。”如今，通过坚持不懈地刻苦训练，

李欣芮在全国冰壶 U 系列比赛中取

得第四名的成绩。

“北京冬奥会燃起了我的冬奥梦，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身

披国家队战袍，为祖国真光，为我们青

海争光！”这是李欣芮的愿望，也是孟

庆峰对全体队员的期望。

一个冰壶教练的一个冰壶教练的
高原冰雪情高原冰雪情

本报记者 王宥力

“冬奥会期间，带着儿子去滑雪，

是不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2 月 10 日，

家住互助土族自治县的郭娟在朋友圈

晒着和儿子一起滑雪的照片，快乐得

不得了。“以前总是想去，但还是不太

敢尝试。这几天，每天看冬奥会的比

赛特别激动，决定带着孩子尝试一下，

也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运动乐趣。”郭

娟对记者说。

像郭娟母子一样，很多青海人都在

迎接冬奥会的过程中第一次参与了冰

雪运动，享受其中的乐趣。能让越来越

多的青海人穿上滑雪板、冰刀鞋的背

后，是青海抓住北京冬奥会的机遇，从

冰雪运动场馆建设、冰雪运动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群众冰雪活动开展等方

面，不断推动冰雪运动发展的结果。

北京冬奥组委统计数据显示，现

在中国已经实现了带动三亿人上冰雪

的目标，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已经

达到了 3.46 亿人。中国从北到南总共

有 654 块标准的冰场和 803 块滑雪场，

比 2015 年 申 办 冬 奥 的 时 候 增 加 了

317%和 41%。在这喜人的数据背后，

青海正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青 海 省 体 育 局 局 长 尕 藏 才 让 介

绍，随着民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持续

提 升 ，参 与 群 体 不 断 扩 大 ，2020 年 至

2021 年 累 计 参 与 人 数 突 破 100 万 人 。

在连续举办的全国大众冰雪季青海分

会场活动中，吸引参与其中的人数逐

年增加，各单项协会创新性地将夏季

项目和冰雪有机融合，让爱好者们有

着不一样的体验。2021 年，我省将“全

民健身挑战日”成功融入冰雪元素，举

办了“全民冰雪健身挑战日”暨青海省

首届冰雪运动会，设置了竞技项目和

群众项目，除了参赛的 473 名专业运动

员外，共计上千人参与其中。青海省

冬季项目和户外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

卫东表示：“举办首届冰雪运动会是响

应‘带动三亿人上冰雪’号召，也是为

了推广青海冰雪运动，为以后发展青

海冰雪运动夯实基础。”

2019 年 11 月，我省出台了《青海省

推动冰雪运动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

我省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工作目标。

青海以备战 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加

快冰雪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普及冰雪

运动。明确了力争到 2022 年，建成公

共滑冰馆 10 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滑雪

场 10 个以上。2021 年举办全省首届冬

季运动会，全省每年举办各类冰雪赛

事活动 100项次以上。

全省各级体育部门从竞技体育、全

民健身、冰雪产业、品牌赛事四个层面

齐 发 力 ，努 力 将“ 冷 资 源 ”变 成“ 热 产

业”，力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双赢。仅 2020 年底启动的青海省冬春

季群众性冰雪活动，全省各地就策划安

排了近百项次的冬春季群众冰雪系列

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冰雪运动的

普及，丰富了群众冬季精神文化生活，

也带动了冬季旅游事业发展，为构建国

内循环新格局贡献了“冰雪力量”，践行

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青海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王

福洪介绍：“为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上

冰雪’的号召，近年来我省一方面加大

冰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力度，一方

面积极创造条件举办更多的体验活动，

把冰雪运动带到更多的老百姓身边，参

与人群覆盖多个年龄段，从节假日冰场

和雪场的火爆程度不难看出，参与冰雪

运动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记者了解到，我省从 2018 年就开

始加大冰雪体育社会指导员的培训力

度，邀请高水平滑雪专项教练从不同

的角度、结合青海冰雪运动发展的实

际授课，参加培训的学员通过考核成

为社会指导员。近年来，活跃在各类

冰雪活动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除了助

力推广，也是大众冰雪运动科学、安全

开展的重要保障。另外，我省还积极

承办和举办各类青少年冰雪赛事和活

动，省体育局举办了首届全省 U 系列

青少年冰壶锦标赛，西宁市举办两届

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冰球赛，组建了西

宁市青少年冰球队，训练培养速滑花

滑等冰上项目青少年运动员。

““带动三亿人上冰雪带动三亿人上冰雪””的青海力量的青海力量

孟庆峰指导队员投壶要领。 本报记者 王湘琳 摄

冬奥激发出队员们的训练热情。 本报记者 王湘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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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欣 王煜鹏
吴占云 陆广涛

2 月 9 日至 11 日，2022 北京新闻中

心“多彩神州”文化展示区迎来吉林主

题日，面向北京新闻中心 1700 名中外

媒体记者展示大美吉林。

2 月 10 日，本报记者走进“多彩神

州”——“大美吉林”，感受文化、科

技、非遗与冰雪的完美融合，沉浸式地

了解吉林特色资源、历史文化、民俗风

情……

“我们这里分为主形象展示区，文

化之美、文化之蕴展示区以及文化之趣

互动区四大展区。”展区工作人员向记

者介绍。

走进主形象展示区，《共享“新吉”

遇 携手向未来》《向往的冬天在吉林》

等精心制作的多部宣传片在展示区大

屏幕上循环播放，全景式展示吉林省政

治、经济、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等方面

的新格局，用唯美生动的冰雪画面展现

吉林的冰雪资源、冰雪产品和冰雪人文

三大主题要素，吸引了很多记者驻足观

看。

在“文化之美”展示区内，选取吉林

省优秀非遗实物项目为主，配合现代制

作工艺，突出地域特色、历史文化魅力

与现代技艺相结合的文化发展传承，6
个展品十分“吸睛”。其中，松花奇石

“高山流水”造形美观，纹理漂亮；浪木

根雕“高山滑雪”作品天然成趣，结合吉

林冰雪地域文化，展现在高山峻岭间滑

雪飞驰，运动拼搏的激情体验；非遗铁

制品“冰雨美人松”突出了长白美人松

挺拔秀丽的品质与独特的英姿，不同灯

光下效果迥异，兼具水墨画韵味和写意

创作意境；满族旗袍是满族极具代表性

和标志性的服饰，展品蓝底刺绣配以白

色绒毛饰件，紧扣冬奥冰雪主题文化；

郭尔罗斯马头琴来自中国马头琴之乡，

其制作历史悠久，制作风格独特。

在“文化之蕴”展区，三幅喷绘画契

合冬奥盛会，全面展现融合了冰雪大省

为主题设计的创意和展示元素。展区

工作人员介绍，三幅场景画都有各自的

名字，分别是“长白仰雪”“寒江雪柳滑

雪天堂”和“冰湖腾鱼”，它们也展现了

吉林壮美的自然冰雪景观、激情人文冰

雪体验和传统冬季渔猎文化。

既能亲身体验，又能动手操作，还

能将作品带走……

“文化之趣”互动区可谓是人山人

海，不少展台前已经排起了队伍。

在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湖

鱼皮制作技艺展区前，前来的体验者络

绎不绝。桌面上摆放着用鱼皮制作的

“雪花”挂件以及各种展品，非遗传承人

正在现场教体验者进行制作。

葫芦画和绳编制作体验区，围绕冰

墩墩、雪容融、春节虎年生肖等可爱形

象，非遗传承人陪同体验者互动交流，

共同感受浓郁的地域民俗气息。

记者也参与到了“绳编大军”之中，

在吉林省省级非遗项目绳编第四代传

承人徐晓雪的悉心指导下，一个中国结

在 15分钟内就完成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美吉林”

与“大美青海”的文化旅游元素中，颇有

几分相似。

非遗项目绳编是吉林省妇女世世

代代传承的民间手工艺，手法独特、品

类丰富、色彩艳丽，如今在弘扬传统文

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促

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具有显著

的推动作用。而我省非遗项目“青绣”

技艺精湛、针法繁多、风格古朴、民族特

色浓郁，也是青海各族妇女世世代代传

承的民间手工艺，其中土族盘绣、湟中

堆绣、贵南藏绣、河湟刺绣、蒙古族刺绣

等先后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极大

的推动潜力。近年来，我省大力挖掘

“青绣”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促进传统技

艺与现代时尚产业、文旅创意产业的融

合发展，进一步拓展市场，积极搭建产、

供、销平台，加大与高水准专业团队合

作力度，推动“青绣”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吉林是冰雪运动大省，具有冰雪文

化特色，注重推动寒地冰雪经济高质量

发展，打造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新动

能，努力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我

省冰雪资源丰富，近年来，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发挥自然优势资源，通过

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方式，深挖冰雪

旅游消费潜力，加快发展冰雪运动和冰

雪产业。明确到 2025 年，推动全省冰

雪旅游形成较为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较

高品质的发展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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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冰雪旅游成为青海冬季旅游

业的重要业态。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相似的文化旅游元素相似的文化旅游元素

本报记者 陆广涛 吴占云 王煜鹏 李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