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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浦滨江到进博会

大街小巷冬奥氛围渐浓
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愈发临近， 上海的冰雪氛围被

推向高潮，如今可说是“天天有场馆开放，周周有冰雪活动，

月月有冰雪赛事”。 其中，从东方明珠脚下到杨浦滨江，再到
进博会现场，一系列的冰雪推广与体验活动就吸引到了许多
市民的驻足和参与。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2021上海企业家
滨江健步行开赛

11月6日，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 ·上海企业家滨江健步行在浦东
陆家嘴滨江开赛。赛事共吸引了千余
名企业家、企业高管参赛。
2021年，是上海企业家滨江健步

行活动连续举办的第三届，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活动在众多细
微之处体现着企业、企业家的爱党和
爱国精神，以此献礼建党百年。本次
赛事旨在贯彻党中央“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发挥市企联的号召力与凝聚
力，以体育的形式，行走的力量，宣传
健康企业理念，落实健康企业建设，
展示沪上企业的风采，展现企业家积
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助力健康上
海建设，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普陀区圆满举行
第四届趣味乒乓球比赛

11月6日，由普陀区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普陀区委老干部局、普陀
区体育局联合主办，普陀区老年人体
育协会承办的2021年“中国太平杯”上
海市老年人体育联赛———“大手牵小
手，健康动起来”普陀区第四届趣味
乒乓球比赛在上海市文达学校隆重
举行，60余位老同志和青少年学生参
加了比赛。

开幕式上，原普陀区政协副主

席、现普陀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普
老汇”副理事长叶红为比赛做了热情
洋溢的致辞，她表示：“参加比赛和观
赛的普老志愿者们，始终有一颗关心
爱护下一代健康成长的热心，尽己所
能，老有所为，发热发光。“大手牵小
手”，就是让薪火相传，把使命承担在
肩，体育强则中国强。”在叶红同志的
带领下20位参赛的老同志为青少年学
生送上学习用品，希望他们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将来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
之材。普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
局局长、区关工委副主任马遵伟，普陀
区体育局局长顾薇玲及其他领导嘉宾
共同启动比赛。

大手牵小手趣味乒乓球比赛，是
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近年来打造的
品牌赛事，已成功举办三届，以锻炼乒
乓球基本功为目的，通过老少配合，实
现了老年体育与青少年体育的趣味融
合。最终，袁澍和盛欣怡、张思拯和樊
子轩、张冠群和范馨怡分获冠、亚、季
军。

杨浦区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
年轻化、专业化

11月7日，2021年杨浦区社会体育
指导员体育舞蹈展示活动在市京体育
产业园举行。杨浦区体育舞蹈项目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与市民学员分别进行
了展示，凸显了杨浦良好的全民健身
氛围。

日前，《上海市运动促进健康三年
行动计划（2021-2023年）》发布。作为
全国首个探索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的
专项计划，其中特别提及要“制定社会
体育指导员创优计划，推进社会体育
指导员改革，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专业化、年轻化”。这次杨浦区举办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舞蹈展示活动
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正是切合新形
势的需求。目前，通过与尚艺体育舞蹈
合作，杨浦区体育活动中心成功将8名
专业体育舞蹈教师转化为了社会体育
指导员，其中不乏亚洲冠军和原国家
青年队的成员。

有了更加年轻化、专业化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团队，未来杨浦区还将进
一步挖掘潜力，携手他们为市民提供
更好的公益体育舞蹈培训课程。

徐汇区体育局
专项援助云南石屏县

11月5日，2021年徐汇市民体育节
“汇体育 百公益”徐汇区体育局 ·云南
石屏县“三大球”捐赠仪式在徐汇区体
育局会议室举办。久事集团、东方体
育、徐汇区一少体校共同为石屏县爱
心捐赠了160个足球、篮球、排球等体
育用品。

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因体育场地
和物资的缺乏，导致当地青少年群体
的体育教学与体育运动开展受到影
响。徐汇区体育局结合建党百年开展

了“汇体育 百公益”体育微公益项目。
久事体育产业集团东亚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上海东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徐
汇区一少体校成为首批提供爱心捐赠
的单位。徐汇区体育局希望通过此次
捐赠，助力当地学校体育教学的开展，
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群体的身体素质，
让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来，同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

徐汇社会体育指导员
展示“十八般武艺”

10月30日，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徐汇市民体育节“田林杯”徐汇区
社会体育指导员个人技能展示活动在
田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
参与活动的选手分别进行了游泳

救生（心肺复苏）、瑜伽、太极拳、柔力
球、广播操、自编健身操舞展示等八个
组别的角逐。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乐观
的心态、团结的精神、精彩的表现，展
现了社会体育指导员阳光健康、积极
向上、热情奉献的精神风貌。
本次活动促进了徐汇区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交流与展示，引导指导员进
一步围绕“奉献、服务、健康、快乐”的
宗旨，秉承体育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真正成为“全民健身的宣传者、科学健
身的指导者、群众健身活动的组织者、
体育场地设施的维护者、健康生活方
式的引领者”，传递健康与文明。

上海高校学子以“镖”会友

10月30日，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上海市高校飞镖联赛（2021赛季）
总决赛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来自上
海体育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等十余所
上海市高校的上海市高校飞镖联赛自
2016年正式设立以来，已连续举办六
届，本届赛事包含单人赛、双人赛、团
体赛共13个项目组别。
本次总决赛全程采用线上方式进

行，利用最先进的电子网络飞镖机，实
现异地联网比赛，通过“互联网+体育”
以网络直播方式向热爱飞镖运动的人
们展示飞镖技能。

2021上海健身瑜伽
总决赛落幕

11月5日，2021年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长寿杯”上海市健身瑜伽锦标赛总
决赛在普陀体育馆圆满落幕。近两百
名来自上海各区的瑜伽爱好者参与沪
上最高规格、最专业的健身瑜伽总决
赛。市级健身瑜伽总决赛已连续举办
四届，得到了广大瑜伽爱好者大力支
持和参与。

经过激烈的角逐，李国强、李卫、
郑炜毅分获单人项目冠亚季军；丁黎
黎/罗琪露、魏巍/王惠、陈蓓琳/黄素苗
组合分获双人项目冠亚季军；集体组
冠亚季军被玄华瑜伽、悠简瑜伽馆和
一帘幽梦代表队摘得。

■短讯

如何让更多的申城市民走近冰雪
运动呢？打造更多“有效体验”的现场
已经成为推广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尤
其在进入到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倒
计时的最后一百天后，上海市民有了
更多现场体验的机会。

想要体验一下打冰球的感觉，却
苦于没有滑冰基础？没关系，陆地冰球
欢迎你。想要了解一下冰壶的魅力，却
不确定是否适合自己？没关系，旱地冰
壶会是一个选择。想要感受一下滑雪
的乐趣，但上海没有天然雪场怎么办？
没关系，各类滑雪模拟机可供君选择。

从10月27日开始，作为“上海迎接
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
动”中的一部分，中国冰雪大篷车开始
在上海巡展。从东方明珠脚下到杨浦滨
江，再到进博会现场，它为申城市民和
进博会的观众们带来许多冰雪乐趣。
“相比真正的冰壶，旱地冰壶对场

地的要求低很多。因为在壶的下面安
装了能够顺畅滑行的小轮轴，所以只
需要在相对平整的地面上铺一块特殊
材料的仿冰面表皮，就可以开展此项
运动了。”一位在大篷车现场负责旱地
冰壶指导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道。

冰雪运动的都市模式
靠变通也靠体育科技

在冰雪活动的推广现场，哪部分
群体的体验欲望最强烈呢？这个问题
基本没有悬念，就是各个年龄段的孩
子们。所以，在冰雪推广中把本土的卡
通明星们请进来助威，这也算是“专业
对口”的一种结合了。
穿上滑雪板进行越野滑雪的黑猫

警长，手握冰壶专注于前方的葫芦娃，
穿上了冰刀鞋的孙大圣和雪孩子，还
有打起了冰球的哪吒……这些卡通形
象都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当家明
星，而在大篷车的现场，它们则都有了
新的“冰雪爱好”。
不少带着孩子来到现场的年轻家

长都表示，这些以新身份来宣传冰雪
运动的本土卡通人物让他们觉得很有
亲切感，所以在带着孩子玩的时候也

更加放得开，“好像找回了一点童年的
感觉。”
据记者了解，这次杨浦滨江的绿

之丘段之所以会被选为推广活动中的
一站，部分原因就是要为此处的冰雪
氛围先预热一番。
2021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赛中

国巡回赛上海站，将于12月17日至19
日在绿之丘举行。作为上海自开埠以
来的首场真雪赛事，这可算得上是一
桩城市大事件。为了争取宝贵的国际
雪联排名积分，中国的滑雪运动员们
一定会努力表现，争取能有好的名次。
所以，上海“破天荒”举办的这场真雪
滑雪赛，其实也是助力北京冬奥会的
有力举措。据记者了解，本项赛事的赛
前造雪工作计划于本周内启动。

葫芦娃也来“上冰雪”
本土卡通助推亲子互动

申城迎冬奥的热度，不仅仅出现
在大街小巷，也在进一步走入校园。近
期，随着一项沪上学校新兴体育项目
试点计划的启动，上海有16所小学走
入到了滑雪运动普及推广的这块版图
中。

从天气情况来说，上海并不具备
开展天然滑雪的条件，但随着体育科
技的进步，都市人已能在室内环境的
滑雪模拟机上体验这项运动的乐趣。
这次参与到上海滑雪试点计划中的16
所小学，它们所需要用到的最重要教
具就是滑雪模拟机。

在这次参与到滑雪试点计划的16
所小学中，它们可说是各有各的特点。
以记者采访到的杨浦小学来说，它之
前就是“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只不过
以前的特长是体现在冰上。该校从三
年前开始接触花样滑冰队列滑，最初
那批练习的孩子如今已经升到了五年
级。

根据上月末时的官方数据，上海
已有室内滑雪场所34处。并且，在如
今冰雪运动热度和商业综合体发展的
运作模式下，沪上每个月新增的拥有
滑雪模拟机的场所可能都会达到一两
处。也正是在这样的发展势头下，“滑
雪进校园”才有了更多的都市土壤。

滑雪走入
申城校园

16所小学加入新试点

专题摄影 本报记者 陈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