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冬奥
北京上海双城记” 系列报道，展
现北京冬奥与上海有关的故事，

聚焦上海元素，管窥上海建设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之路。

2015年7月，国际奥委会第128次
全体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在
那次全会上，北京获得了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权。从那一刻起，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进入了新篇章。
而对杨扬来说，作为北京申冬奥

陈述团的成员之一，在现场见证申奥
成功那一刻的四年前，她就为自己规
划了新的事业赛道。杨扬的选择
是———上海。

2011年4月，杨扬记得自己是从那
时候开始将生活与工作的重心渐渐往
上海迁移。2013年，在经过两年的筹备

之后，她创办的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
心在浦东三林正式开业。

在没有2022北京冬奥会东风开
道，国内体育产业概念也尚未兴起的
情况下，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彼时
人生中大半时光都在北方度过的杨
扬，她为何会将上海选为开启新事业
的阵地呢？在过去近十年中，类似的
提问，杨扬已经回答过许多次，答案
的核心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上海
城市气质中的国际化和包容性，让她
有信心在此闯出自己冰上事业的新
一程。

“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上海的
城市文化背景比较符合我对自己事业
的定位。这里是一个国际化都市，而我
当时也已经进入到国际体育组织里。
另外，尽管那会儿大家的观念里可能
觉得冰雪运动就是北方的运动，但上
海有一种包容性，哪怕冬季项目对这
座城市来说是比较新的项目，我相信
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起步。”带着这样
的信念，杨扬与打开门热情相迎的浦
东新区一拍即合，通过竞标取得了三
林体育中心冰场的经营权。上海飞扬
冰上运动中心就此诞生。

偏爱上海，来得比“奥运热”更早

多方位助力中国冰雪
与别的城市冰场相比，飞扬最大

的优势便是在专业性上走在了最前
列。即便只是娱乐性质地上冰玩，也要
玩得专业———这是杨扬在创办飞扬时
便融入的想法。“玩得专业，并不是说
要以竞技为目的，而是我们可以提供
相对更专业的服务和教学。”杨扬说，
“幸运的是，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所
以在教练和团队人员的招募上会有相
对多一点的途径。现在飞扬的教练有
40多位，他们几乎都拥有国家队背景。
通过这些年的教学，他们的专业性在
学员身上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已七旬的花样滑冰教练陈晓飞，
曾带着张丹/张昊去参加冬奥会，离开
国家队后她受邀来到飞扬，继续发光
发热。原中国男子冰球队主力、亚洲最
佳边锋王志强，他也选择了上海，成了
飞扬在冰球项目上的活招牌。类似的
人物，类似的故事，在飞扬的冰场上还

有不少。在2022北京冬奥会热度的带
动下，在“三亿人上冰雪”目标的感召
下，上海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冰雪运动
“南展西扩东进”的桥头堡，这些拥有
专业背景的体育人物无疑是其中的一
股重要力量。实际上，除了开展教学服
务和推动冰上运动的普及外，杨扬还
为北京冬奥会输送了多方位的人才。
马常宇是杨扬的小师妹，练的也是

短道速滑。退役后她先是在杨扬发起设
立的冠军基金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出国
进修回国后继续投奔师姐，成了飞扬市
场部大将。在北京冬奥组委急需专业人
才支持的情况下，杨扬推荐了马常宇。
“现在她干得很好，已经是北京冬奥会
短道速滑项目部的副主任了，负责短道
的各项组织工作。”杨扬说，尽管自己舍
不得这位师妹兼爱将，但看到她在新岗
位上如此发挥才干，还是很为她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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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火种，申城飞
在2022北京冬奥会上，人们将看到一个多重身份的杨扬：她是中国的冬奥首金得主，是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同时还是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在说到这位杰出的体育人物时，在
说到她退役后依旧熠熠生辉的人生经历时， 上海这座城市成了其中必然会被提及的重要坐标。 近
日，记者就与愈临近冬奥开幕愈忙得脚不沾地的杨扬坐下来聊了聊。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杨扬将以多重身份出现在北京冬奥会的舞
台上：她是中国的冬奥首金得主，是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的副主席，同时还是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
委员会主席。

在役时争金夺银，退役后形象大使，这可能
是不少人对冠军运动员的惯有印象，甚至部分运
动员在心里对此亦有默认。不过，当北京冬奥组
委运动员委员会在2017年开过第一次全体会议
后，事情有了神奇的转折。
“北京申冬奥时提出了三大理念，其中有一

条就是‘以运动员为中心’。最了解运动员感受和
需求的人，肯定就是运动员，所以北京冬奥组委
很早就明确要设立运动员委员会，要让运动员代
表更多地参与到冬奥会筹办中，更多地献计献
策。”杨扬介绍说，这个运动员委员会由19人组成，
为了体现更广泛的代表性，委员中既有现役运动
员，也有退役运动员，同时还兼顾了冬季、夏季运
动项目的运动员代表以及残疾人运动员代表。

当委员们齐聚一堂并被鼓励着畅所欲言、展
开头脑风暴时，会上便收集到了许多意料之外却
又“干货”十足的建议。

冬奥会的比赛场馆，也是冬残奥会的比赛
场馆，它们拥有完备的无障碍设施。然而，由于
两项盛会并不是在同一时段内进行，所以依照
惯例，部分无障碍设施在冬奥会期间并不会被
激活。“李妮娜提的建议是，由于自由式滑雪比
赛时容易出现摔伤的情况，所以她建议要备足
轮椅。因为她以前遇到过现场轮椅不够用，只能
坐手推车的情况。另外，她还建议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将有些无障碍设施在冬奥会期间就激
活。”杨扬介绍道。

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中，很大一部分会
被永久保留。当岁月流逝，当记忆模糊，在场馆、
运动员、冬奥盛会这三者间，是否还可以有一种
更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留念呢？“所以我提的建
议是，能否把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奖的运动员的手
印和脚印就留在比赛场馆里呢？”杨扬觉得，这样
的留念不仅是一种仪式感和归属感，也会让人们
在回味北京冬奥会时多一层实物记忆。

在委员们的出谋划策中，还有不少有趣的细
节。比如，在白雪皑皑的滑雪赛道上，出发台上的
如厕难问题，除了运动员群体外又有几人曾亲身

体验呢？又比如，运动员中难免有对
麸质过敏或只习惯无麸质饮食的人，
所以在制定食谱时或许就要有更周
到的考虑。另外，花样滑冰运动员的
参赛服，华丽却也易损，如果现场能
多准备几个针线包就好了。

“在这个运动员委员会正
式运转起来前，其实我们也
不确定能为北京冬
奥会做点什么，
但后来发
现 ，除
了起到
形象大
使的作用
外，我们还可以在更多地方出力。我们可以提出
很实用的建议，并且这些建议会被重视。”作为北
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杨扬心里其实
还有一个心愿，在通过这一次的冬奥实践后，“希
望运动员代表能在体育事务中代表自己这个群
体有更多的发声和实际参与。”

飞扬的市场在哪里？冰上项目的适应人群有
不少，而校园就是杨扬心里最适合的切入点。“此
前就有体育运动进校园，而我想的是怎么让冰上
运动也走进校园。这不仅是为了冰场的发展，也是
我在创办飞扬时就有的初衷，想让更多人参与冰
上运动，想在这里发现人才，想为他们提供专业支
持，搭建实现梦想的舞台。”

杨扬是我国的第一位冬奥会冠军，是一名公
众人物，为了推动冰上运动进校园，她利用自己
的知名度去跟冰场周边地区19家学校的校长“推
销”，但结果只有一所小学接受了她的毛遂自荐。
“刚起步时确实比较难，别说跑学校了，就连税务
局和居委会，我也是自己去打交道的。虽然刚开

始只有一所学校接受了我们，但对新手来说，从
少量做起何尝不是磨炼自己的好机会呢？”
等到正式教学时，果然万事开头难。由于缺少

经验，且来上滑冰课的又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所
以飞扬的团队对课程又是一通规范与改进。就是
在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中，飞扬的教学服务赢
得了认可与口碑，在浦东新区教育局的支持下，慕
名而来的学校渐渐多了起来。
“流程规范、服务专业、安全保障，这些应该是我

们打开局面的关键。现在跟我们合作的学校数量已
经超过30所，应该说冰场日常的教学和
训练接待量已经是基本饱和状态。”杨
扬介绍道。

北京冬奥运动员委员会“干货”满满

从毛遂自荐到冰场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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