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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
排球教师第五期
培训班圆满结束

聚焦2022年北京冬奥会

少雪城市上海迎来“冰雪奇缘”
因为北京冬奥会，2022年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从

“三亿人上冰雪”到“冰雪产业总规模超过8000亿元”，这些
宏大的目标都聚焦于2022年、 聚焦于由北京冬奥会所掀起
的这股冰雪热度。上海，作为一座少雪的南方城市，除了凭借
国际大都市的定位、以及举办大赛来为中国冰雪的发展助力
外，其实还有更多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背后故事。 在近日
举行的上海体育文化品牌“体荟魔都”之“冰雪雄心大家谈”

上，申城的“冰雪奇缘”就得到了一次更深度的解读。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对不少生活在北方的资深冰迷
来说，每年国际滑联发布新一赛季的
赛程安排时，他们都会生出一种又爱
又恨的小情绪来。“国内有分站赛很
棒，但为什么又在上海办赛？”时间往
往能给出最好的解答。
从2010年的首届短道速滑世界杯

上海站至今，少雪的上海共举办了三
届中国杯花样滑冰大赛、九届短道速
滑世界杯、两届NHL冰球中国赛、三届
上海超级杯及女子冰球冬奥会资格
赛，还是中国唯一举办过短道速滑和
花样滑冰两个项目世锦赛的城市。国
际大赛的持续举办，不仅使上海的冰
迷数量与日俱增，办赛与观赛氛围深
受外界肯定，同时也带动了上海大众
冰上运动的发展。
“上海作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

的国际化大都市，正在建设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这里具备一流的硬件设施
和良好的赛事服务，不仅仅有冰雪运
动竞技层面的政策，还有整个冰雪运
动群众基础、场馆设施、产业发展的
顶层设计。”在中国滑冰协会主席李
琰看来，竞技冰雪与大众冰雪绝不是
泾渭分明的两片阵营，尤其从上海近
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两部分间有
着明显的“互动”。“我认为，高水平的
运动员能够出成绩，以及顶尖的赛事
来到一个城市，这两者对于运动的引
领力量巨大。”

截至目前，上海共开展了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冰球、速度滑冰、冰壶、
雪车、雪橇、滑雪等八个冰雪运动项
目；共有冰上、雪上、轮滑俱乐部16个，
运营15块冰场（其中标准冰场4块 ）以
及17个室内滑雪场所；评选出了39所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

教育示范学校”，57所中小学校园冰雪
运动特色学校；冰雪课程进入了上海
约135所大中小学。2019年，上海市民
参加各类冰雪活动（训练）达120多万
人次，呈井喷式增长。
早前，根据上海市政府印发的《上

海 市 体 育 产 业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2016-2020年）》，提出要“大力发展冰
雪运动”。在向此目标努力的过程中，
结合政策优势、团结社会力量两条已
被公认为是核心要素。“上海发展冰上
运动的瓶颈可能就是冰场少、冰场不
够，很欣喜看到未来政府规划有这种
设计。”世纪星滑冰俱乐部创始人范军
在“冰雪雄心大家谈”活动中分享道。
顶级大赛起到了引领作用，提升

了整体氛围，也点燃了更多南方人心
中对冰雪运动的小火苗。但是，在他们
正式踏上冰面或者雪道前，还有一重
需要越过的障碍———如何成功率更高
地起步？

此前国内曾有过一份调研报告，
报告指出，愿意为第一次上雪道买单
的潜在冰雪爱好者有不少（以去滑雪
地度假为主），但在经过了初次体验后
会继续留在雪道上的人数却经历断崖
式下滑。
“我们在经过分析后认为，这是体

验感较差所导致的一个问题。如果他
们不是等到了滑雪度假村才从零起步
并草草收场，而是在所生活的城市里
就做好了基础准备，那回头客的比例
肯定会高很多。”SNOW51创始人及董
事长叶凯表示，他们就是以此为商机，
开始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商区里开设了
模拟滑雪的培训服务，并且已经收获
了不错成效。

上海有惊人的冰雪市场

“三亿人上冰雪”，其中岂能少了
南方地区人民的参与呢？但是，具体该
如何操作，这却是一项堪称“课题”的
工作。今年5月，李琰在卸任短道速滑
国家队主教练职务、开始更专注于中
国滑冰协会的事务后，她来上海的频
率变高了，并欣喜地从“上海样本”中
获得了更多灵感。
“我们怎么去做，才能让更多生活

在南方的人参与进来呢？这是摆在面
前的一个课题。人才、教育和体验，现
在我们觉得在把这三点联合起来后，
就能有进步。”李琰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俱乐部发展居全国前列且具有足
够市场能量的上海，便是他们“南方样
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在国际大
赛的引领下，很多商家、俱乐部都进入
到了上海，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吸引
爱好者，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近些年我
们很明显地看到，上海冰上赛事的观
众增长了，而且各方力量的参与呈现
出多元化。这对推动南方的冰雪普及
是大有改观的。”
在李琰提到的“三要素”中，“教

育”的落点主要是在各个市场化运作
的俱乐部，而受众便是以青少年为主

又向各年龄段辐射的冰上爱好者。众
所周知，近些年来不少从国家队、省队
退役的冰上运动员都将上海选为了他
们事业再起步的地方，所以沪上各俱
乐部的师资水平在全国亦有美誉。当
然，仅仅是教练、学员和俱乐部，这还
是不够的———活跃的民间赛事能更进
一步激发出市场潜力。
“中国滑冰协会已经推出了指导员

认证，不管你是体育老师或是爱好者，
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冰上技能都可以参
与进来。这个是基础教程，分一、二、三
级，比如拿到指导员证书，就能同时得
到相应等级的裁判员资格认证。希望这
些指导员的作用更大一些，不仅是教学
校和俱乐部的孩子，也能参与到民间赛
事中，不仅是教练员，也可以当裁判
员。”在李琰看来，这部分专业指导员会
成为推动冰雪普及中重要的一环，而目
前上海已有不少人参与其中。

得益于科技所带来的创新与便
利，在“下雪即新闻”的上海，高颜值的
室外真冰场已经来到市民身边。而等
到明年3月，融入了城市景观的户外真
雪道也将隆重登场，并为上海举办国
际雪上赛事开启先河。
2019年初，东方明珠脚下的那片

真冰场与市民见面。户外真冰与城市
景观，当这二者交汇到一处，着实让不
少市民有了一次如梦似幻的冰上体
验。这份创意的源头正是中国首位冬
奥会冠军杨扬和她的团队。“11年前在
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首次参观城市中心
的户外冰场时，我体会到这样一场冰
雪盛会，令城市的冬天变得更加生动。
我很高兴去年在众多有心人士的鼎力
支持下，团队和我在上海也有机会缔
造这样一个冬天。”杨扬介绍道。

户外冰场对上海这座南方城市来
说尤其新鲜，加上坐落于人气景点，令
在此驻足和上冰的客人络绎不绝。据
统计，首届“冰飞扬”东方明珠冰上嘉
年华为期50天，共接待游客超过四万
人次。
与首届试水时相比，如今这第二

届的启动时间提早了近一个月，预计
至少开放80天，会覆盖到明年的春节
和情人节，而户外冰场的面积则保持
600平方米规模，预计最高可容纳100
人同时上冰。据主办方预估，本届冰上
嘉年华的接待人数有望突破五万人
次。
此次嘉年华除了会进行冰上运动

项目展示和趣味冰上游戏外，还有专
业教练在现场指导，以确保无论游客
是否具备滑冰基础，都可在这片景观

冰面上有一番体验。
如果说户外真冰场让你觉得还不

过瘾的话，那等到明年3月，上海会在
冰雪这件事上迎来又一次的突破———
2020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
回赛上海站将成为申城与真雪赛事的
第一次接触。

关于这项赛事，虽然很多细节都
还在筹备与保密中，不过从办赛方处
记者了解到，这条对上海来说可谓“破
天荒”的真雪道肯定会结合城市核心
景观搭建，“颜值”方面绝对有保证。另
外，从之前已经举办过的城市越野滑
雪中国巡回赛分站来看，除了专业选
手们会在这条人造真雪道上一展身手
外，为了冰雪运动的宣传与推广，在大
赛之后通常也会有对大众滑雪爱好者
开放雪道的机会。

从景观真冰场 到城市真雪道

群众冰雪的南方样本
李琰点赞普及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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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下的真冰冰场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