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冬奥
会冰球资格赛、短道速滑世锦赛等赛
事的引入，上海市民频频“触冰”，“冰
迷”们的热情也被点燃，冰雪运动逐
渐为上海市民所知晓、了解。这既释
放了产业的活力，也为冰雪运动专业
队伍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2013年，
中国首枚冬奥金牌得主杨扬创办的
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心正式启动，上
海市体育局同时以政府引导、协会管
理、社会参与的方式进一步推进培育
冰雪运动后备人才。
2016年，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上，首次登场亮相的上海代表团成
为一道来自南方的独特风景。尽管在
起步较晚、中生代运动员尚未成熟的
客观环境下，如今的上海代表团距离
传统强队尚有差距，但上海发展冬季
运动特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已在全冬
会的赛场上经受了检验。

冰壶项目采取体教结合的方式，
由学校学生组队参赛；花样滑冰、冰
球与短道速滑队则以招投标的形式，

借助社会力量组建———走出体制局限
的“上海模式”备受瞩目。

目前，上海市冰壶运动协会在上
海市体育局的指导下，成立上海市冰
壶青年队。并且在2018年国家冰壶集
训队预选赛中表现出色，四名运动员
入选国家青年冰壶集训队。在即将举
行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两名来自
上海本土培养的冰壶裁判员王珏和李
凌姝将负责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的执
场裁判和副计时长工作。

另一方面，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一
直持续致力于花样滑冰、速滑、冰球三
个项目在青少年中的推广。上海市冰雪
运动协会副会长邵国民介绍，其中冰球
的注册运动员已经超过800名，稍少的
花样滑冰运动员也已有200余人。
《上海市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到2025年冰
雪运动特色学校达到100所，校园内常
年参与冰雪运动的队伍和兴趣小组达
到1000支，每年青少年学生参加冰雪
运动和普及培训超过100万人次。

目前，上海已经有39所“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
教育示范学校”，以及57所上海市中
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在高校层面，上海市大学生体育

活动中心国际滑冰馆是大学生冰雪运
动推广的重要阵地。据上海市大学生
体育活动中心负责人姚国辉介绍，每
个学期场馆都会迎来1200多名学生，
这些学生会在各自高校的组织下学习
滑冰。松江大学城范围内的七所高校
目前都已经设立了滑冰课，其中不少
还成立了相应的体育社团。此外，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目前已经设立了冰壶高
水平运动队，上海海事大学获批冰雪
项目高水平运动队。
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女子

单人雪车比赛中，上海雪车运动员应
清夺冠，上海迎来了历史上的首枚全
冬会金牌。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上，申城
冰雪健儿邵奕俊将出战男子四人雪车
项目。相信未来，还将有更多上海健儿
走上国际冰雪赛事的舞台。

冰雪运动进校园

“上海模式”打造后备人才培育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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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三亿人上冰雪”

上海演绎与冬奥“冰雪奇缘”
2002年盐湖城冬奥

会，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
破。 自此之后，中国发挥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项
目优势，奖牌数和奖牌榜
排名始终保持在前列。然
而， 仅仅是奖牌榜的突
破 ， 这还远远不够 。

2015年7月31日，北京市
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
的举办权。 在申办报告
中，我国政府向国际奥委
会做出 “三亿人上冰雪”

的庄严承诺。七年的时光
过去，申城作为加快冰雪
运动发展的桥头堡，在七
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上海体
育的“冰雪奇缘”。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滑冰协会
提出了“北冰南展”的构想：“希望在南
方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通过建造冰场
及专业的滑冰队伍，来实现南北方冰
上运动的共同发展。”就这样，冰雪运
动越过山海关，跨过秦岭淮河线，试图
在南方大地找到生机。
但彼时的上海刚驶上经济发展的

快车道，常年少雪的气候条件使得专
业冰场的负担难以承受。在不少上海
市民小时候，下雪常常几年难得一见，
更遑论对于冰雪运动的了解了。当时
上海市民生活中与冰雪最相关的，也
许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旱冰”运动了，
而“旱冰”运动的兴起，也为上海后续
推广冰雪运动埋下了铺垫。
时间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让我

国经济水平有了质的飞跃，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冰上运动逐渐走向
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室内，这也大大
削减了南方因气候因素带来的阻碍。
而南方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
民眼界的逐渐开阔，令一部分国人开
始有冰上运动的需求。伴随群众运动

而来的，是上海冰上体育产业的发展。
2011年，依托“北冰南展”战略，上

海东方体育中心邀请北京首都体育馆
的几位专业制冰师来到上海进行制冰
培训。在这之前，上海基本没有专业的
制冰师。2011年起，上海曾连续三次举
办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2012
年，承办了索契冬奥会冰球资格赛；
2012年成功举办了短道速滑世锦赛。
随后，越来越多的冰雪赛事开始落地
上海。
目前，上海已有冰场13块、室内滑

雪场所34处，冰壶场地三个，共八条冰
壶道；各类冰雪运动场地分布于全市
13个区，市民在上海就可以参与冰雪
运动。在众多的冰雪运动场馆中，既有
政府主导的，例如上海市徐汇区青少
年体育运动学校的冰壶场馆；也有社
会力量参与建设的，例如飞扬冰上运
动中心。

通过政府扶持引进高端赛事，自
身投入、引导社会力量建设场馆，上海
这座原本“缺冰少雪”的南方城市逐渐
成为了冰雪运动发展的沃土。

从“旱冰”到真冰

培育冰雪运动发展沃土

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的鼓舞
下，今年上海也提前进入“冬奥时间”。
据上海市体育局介绍，10月27日起，全
市范围内举办以“百万市民牵手冰雪
申城逐梦喜迎冬奥”为主题的系列冰
雪赛事活动。以迎接北京冬奥会为契
机，带动百万人次嬉冰玩雪，从室内走
向室外，从城市走向高山。

12月，上海杨浦滨江计划举办
2021年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
回赛上海站。上海站是八站巡回赛中

唯一的城市景观赛事，对于在南方地
区推广越野滑雪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上海站赛事还是开埠以来申城首次举
办真雪赛事，是“一江一河”发展规划
的生动体育范本，是打造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的重要冰雪名片。中国运动员
将通过上海站比赛得到冬奥会参赛积
分，将是上海助力北京冬奥会的有力
举措。
除了已有的冰雪场馆外，这个冬

天上海的各大商圈还会开出五处以上

的季节性户外冰场，多开在没有固定
冰场的区域，使得上海的冰场布局更
为合理，节日气氛更加浓郁。

上海体育文化品牌“体荟魔都”，
也将结合上海体育博物馆冰雪主题
临展，以及冰雪运动与冰雪文化的沙
龙，在11月初开展冰雪文化沙龙以及
“跟着冠军上冰雪”的运动体验，让大
家更好地感受冰雪运动的内核与魅
力。

上海进入“冬奥时间”

在“家门口”感受冰雪活动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