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22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郭知欧 A 12

申城冰场数稳中有增

“季节限定”运动更加惹人爱
根据2023年12月末的官方消息，位于临港新片区的全

球最大室内滑雪场耀雪冰雪世界项目的建设已进入收尾阶
段，计划在今年开业。而对喜爱冰雪运动或对此感兴趣的市
民来说，他们中不少人的这个冬季会在更多的期待和身体力
行中度过，无论是在本地上冰还是赴外地滑雪，都会有一种
上冰雪过大年的特殊氛围感。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本报记者 程超

1月 18日下午，上海体育大学普
拉提教练员培训启动仪式，在上体大
体育交流中心成功举办。上海体育大
学党委副书记、中国乒乓球学院党委
书记杨玲，上海市体育总会常务副主
席赵光圣，上海市社体中心项目推广
部部长高歌，上海祥铭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孟祥恒等领导嘉宾出席。

近年来，普拉提作为一种全身性
综合运动，能够提高人体核心控制能
力，维持改善体态及日常生活姿态，受
到了广泛欢迎。但与此同时，普拉提
的推广发展产生了庞大的教练需求，
目前国内普拉提教练认证和培训缺乏
科学统一的标准，导致普拉提教练水
平参差不齐。

据了解，本项目将从普拉提教练
培训讲师入手，制定普拉提教练行业
证书认证标准，每年培训100名普拉
提教练培训讲师，由他们按照认证标
准在全国各地培训10000名普拉提教
练，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健身行业实际
需要的高质量普拉提教练团队，保证
我国普拉提行业良性健康发展。

上海体育大学普拉提教练培训项
目得到了上海市体育总会的悉心指
导，上海市杨浦区体育局的大力支持，
以及上海祥铭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为代
表的社会机构协同合作，必将成为社
会健身教练培训的标杆项目。

普拉提教练员
提质升级在即

奥运冠军和草根选手同台竞技

申城上演“乒乓年夜饭”
1月21日，2024年新民晚

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
赛，在虹口体育馆顺利闭幕。为
期两天的比赛，共吸引96支队
伍的460名运动员参与。

这项赛事从2005年至今已
成功举办了17届，赛事影响力
持续提升，不仅有长三角地区的
队伍报名参赛，也吸引了许多乒
乓国手活跃于该项赛事，今年更
是有原国家队的刘诗雯、周雨、
闫安、马特等优秀选手助阵。

本届赛事由上海市体育局、
闵行区人民政府、新民晚报社和
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上海市乒乓球协会、闵行区体育
局、虹口区体育局承办，上海三
杰体育赛事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市虹口体育馆协办。

本报记者 程超

要问今年新民晚报红双喜杯上，
最佳人气选手是谁？毫无疑问，一定
是奥运冠军刘诗雯。走进虹口体育
馆，看台上聚集了大量小枣的球迷，他
们举着应援横幅，现场为刘诗雯加油
助威。1月21日决赛中，刘诗雯帮助
上海沿浦一队，实现混合团体甲级组
三连冠。她所在的沿浦一队来头不
小，该队伍曾连续夺得2021年和2023
年两届新民晚报红双喜杯混合团体赛
甲级组冠军。

今年，队伍配置堪称业余比赛“天
花板”，除了奥运冠军刘诗雯外，队内

汇集原国手周雨、闫安、魏世皓和于何
一，领队兼教练车晓曦也是国字号队
员。这样的豪华阵容，也是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有史以来最大牌的队伍。早
在赛前报名公示时，他们就被外界看
作夺冠热门队伍。

以“降维打击”的方式夺冠，刘诗
雯赛后谦虚地表示：“因为这个比赛的
赛制是三局两胜，偶然性比较大。我
也是第一次参加专业（选手）和业余
（选手）在一起的比赛，打完以后觉得
挺好玩的。”据她介绍，目前正在为今
年的全国比赛备战训练。虽然现阶段
她参赛的频率少了，但还是希望能在

赛场和大家多见面。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

公开赛，经过19年的发展，已成为沪
上参赛选手最多、规模最大、项目设置
最全、影响力最广泛的经典品牌体育
赛事之一，赛事组委会秉持“快乐乒
乓”的主题，赛制逐年创新，让草根选
手享受了乒乓的魅力。

万谦成是上大乒友社二队的队
员，这是一支由上海在校大学生组建
的参赛队伍。今年他们留有遗憾，获
得混合团体丙组第四名，未能站上领
奖台。但比赛结束后，他依然留在场
地内，拿着手机聚精会神地拍摄视

频。小万笑着告诉记者：“这是我第四
次来参加了这个比赛，每一次都能学
习到很多。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大咖’们，现在就在我面前打球，肯定
要录制视频回去后学习。”

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上海市
乒乓球协会会长、上海市竞技体育训
练管理中心主任王励勤表示：“新民晚
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是一
项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的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未来，上海市乒
乓球协会将联合媒体、企业，不断总结
办赛经验，吸收各方意见，赛事影响力
将持续提升。”

“上海是我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
东进’的桥头堡”，这话大家在多年前
可能就已听闻，不过在近两年里，也就
是自北京冬奥会举办至今的这段时间
里，申城在群众冰雪的发展上依旧有
持续性的进展。

至2023年末，上海已有11块固定
冰场和近16块季节性冰场，滑雪模拟
机数量达到50台。扎根体育场馆，嵌
入商场商圈，结合城市景观，这是目前
申城冰场选址的三大模式，而从它们
同中有异的特点出发，市民们也可从
中找到自己的心仪之选。

位于浦东三林的飞扬冰上运动中
心，它是沪上冰场扎根体育场馆的一
例代表。该运动中心除包含一块
1800平方米的奥运标准滑冰场，还有
一块1200平方米的公众滑冰场。对
想要体验体育场馆氛围的上冰者来
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如果是
从休闲便利性出发，那与商场和商圈
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室内冰场和季节
性冰场，很可能就更容易得到爱好者
的青睐了。并且与开办在室内环境中

的冰场相比，建在商场广场、露天或半
露天中庭等醒目处且拥有景观加成的
季节性冰场，对滑冰爱好者和路人客
流拥有更强的吸引力。

城市里正常运营的冰场，都有固
定冰场和季节性冰场之分。前一类都
开在室内环境中，常年开放；后一类则
是露天、半露天或者“户外冰场+搭建
篷房”的模式，仅在冬季开放。季节性
冰场对场地也有要求，但相对固定冰
场来说会有更多的灵活性。户外或半
户外环境中的上冰体验，这是季节性
冰场的核心卖点。

上海季节性冰场的开放时间，大
多从上一年的12月持续到次年2月中
下旬。至于说到“为何不能享有更长
时间的季节性冰场”，这就得从成本支
出和娱乐热点两方面来说了：在较高
气温下，冰场的制冷和维护成本会明
显上升；现在大城市中本就有不少常
年开放的室内冰场，一旦到了春暖花
开的时节，“冬季冰雪”的热度下降，市
民上冰的需求度也会自然下降，此时
便不需要季节性冰场来锦上添花了。

在上海群众冰雪运动的爱好者
中，青少年是一大主力。在这部分群
体中，既有受亲友影响喜欢上冰雪运
动的孩子，也有受校园氛围感染加入
其中的孩子。如今又逢寒假，这自然
就是他们上冰上雪的黄金档了。

数据显示，至2023年末，本市有
39所学校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上

海市向明中学等57所学校为本市中
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专业机
构与学校携手，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冰
雪运动指导，提供丰富的活动平台，享
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时光。

与上冰的青少年相比，之于喜欢
滑雪的青少年，每年寒假是他们更宝
贵的时光。平时在城市里利用滑雪
模拟机入门或保持状态，等到冬季再

利用假期飞去滑雪胜地体验真雪道
——这已成为爱好滑雪的国内青少
年群体的一种常态。每逢寒假，有条
件的家庭常是将孩子的滑雪训练与
过节旅游合二为一，为国内的冰雪游
更添热度。

对这些利用寒假当起“候鸟”的青
少年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如今已有
了新的期待。根据2023年 12月末的
官方消息，位于临港新片区的全球最
大室内滑雪场耀雪冰雪世界，该项目
的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在今年
开业。等到这个“全球最大”开门迎宾
后，对滑雪爱好者来说，那真是多了就
近的便利。

又到寒假“候鸟季”
期待上海又一“全球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