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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湾体育场体验“城市滑雪”
在有近百年历史的江湾体育场与滑雪来一次亲密接

触，这感觉会是怎么样的？ 向来少雪的申城，如何才能在
冰上项目之外，把雪上项目也引入到百姓中来？在刚刚过
去的这个周末， 在体育科技的开道下， 就有市民聚到一
起，体验了一回“城市滑雪”。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专题摄影 本报记者 陈嘉明

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一处拥有
历史感的体育地标，一列有序排开的
滑雪训练机，一群闻讯而至的“好动”
市民，“全民滑雪体能大比武”系列赛
上海站就这样与大众见面了。

“我们五个同学都参加了200米
滑雪机的比赛，坦白说，要比想象中
累一点。不过，滑雪机的阻力是可以
调节的，所以，不同体能、不同水平的
人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节。”
正在上海体育学院读研三的林鹏飞，
他是本次上海站活动的参与者，除了
拥有比寻常人稍好一些的体能外，他
与滑雪还有另一段缘分。

去年9月，林鹏飞与另外九名上
海体育学院的学生被学校选中，赴美

国怀俄明大学接受为期一年的越野滑
雪交流学习。一年时光匆匆，他们对滑
雪虽谈不上精修，但终归是培养起了
一份爱好，拥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所以，这次一听说会在江湾体育场办
活动，我们马上就报名参加了。滑雪机
和真雪相比还是有点差距的，但能在
上海享受到模拟滑雪的乐趣，也是非
常快乐的。”
报名参加活动的市民中，既有像

林鹏飞这样的滑雪初入门者，也有不
少零基础的人。敞开门，不论基础，都
欢迎大家参与进来———这正是本次
“全民滑雪体能大比武”系列赛的初衷
之一。
本次系列赛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滑雪协会主
办，比赛设置大众青年男子、女子组，
大众成年男子、女子组，专业男子、女
子组共六个组别。在10月31日至12月13
日的六周时间里，系列赛将在全国12
座城市先后举办分站赛。参赛选手可
就近选择分站赛报名，在分站赛中排
名各项目成绩前三的选手将获得总决
赛资格。

虽然是一项面对大众的赛事活
动，但在仪式感方面，办赛方做了充分
考虑：所有完赛选手都可获得中国滑
雪协会认证颁发的成绩证书；如果能
在分站赛大众组跻身项目前三名，还
能拿到由中国滑雪协会认证并颁发的
奖牌、纸质证书及越野滑雪装备。

南方城市少雪，故而就没有推动
雪上项目发展的空间了吗？在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东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任何项目的推广都需要经历一

个过程，我们想做的是创造一个场景，
营造一些氛围，让像上海这样的南方
城市居民也可以来感受滑雪项目。”丁
东表示，对如何在少雪甚至无雪的城
市推广雪上运动，这是他们正在探索
的一个方向。比如这次系列赛，他们通
过滑雪训练机来实现“城市陆地滑
雪”，就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些具
有新鲜感和观赏性的滑雪比赛，也在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计划表上。
这次，系列赛上海站的举办场地

之所以选在江湾体育场，除了此处乃
申城具有历史意义的体育地标外，还
有另一条原因———江湾体育场所处的

杨浦区将是未来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
雪中国巡回赛上海站的主要承办方之
一。其中各方都希望能通过本次全国
性群众滑雪活动在南方地区推广滑雪
运动，为扩大上海冰雪运动人口打下
坚实基础。
其实，若非疫情缘故，上海本在今

年上半年就会举办国际雪联城市越野
滑雪中国巡回赛的分站赛。如今，申城
与真雪赛事的第一次接触则仍在悬悬
而望。丁东相信，随着未来真雪赛事的
举办，肯定会对申城大众滑雪氛围的
提升有所助益。“在过去几年里，上海
成功举办了很多冰上赛事，有花滑世
锦赛，也有上海超级杯，都对带动冰上
氛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真正的越野滑雪赛事与活动
能够落户上海，让上海的市民也能来
更好地体验雪上精彩。”

八仙过海来推广
真雪赛事也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