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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于昨日在内蒙古落下帷幕。本届全冬会，在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顽强拼搏和各备战单位不懈努力下，上海在同一届两度举办
的全冬会上获得了6枚金牌、10枚银牌、8枚铜牌，共计24枚奖牌，参赛成绩、项目及人数实现新突破，申城冰雪运动健儿以实际行动践行追求卓越的上海
城市精神，勇攀体育高峰，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营造了冰雪运动发展的良好氛围，为上海打造国家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桥头堡奠定了基础。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昨日闭幕

申城冰雪运动健儿勇攀高峰

专题撰稿 特约记者 申倜

本届全冬会设公开组和青年组，
其中公开组16个分项、116个小项；青
年组10个分项、60个小项。上海共有
79 名运动员参加花样滑冰、单板滑
雪、冰球、雪车、冰壶、短道速滑、高山
滑雪等7个分项、30个小项的资格赛
（含直接晋级决赛），共有43名运动员
获得6个分项24个小项的全冬会参
赛资格（含直接晋级决赛），运动员出
线率为54.4%。另外，利用本届全冬
会联合培养政策，上海与辽宁、黑龙
江、吉林、新疆等冰雪强省进行运动员
联合培养，在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
越野滑雪、速度滑冰等6个分项、27个
小项上合作，30名运动员获得全冬会
参赛资格。

上海自主培养的青年短道速滑队
表现抢眼，10名运动员实现决赛全项
目满额参赛，共获得了2枚银牌、2枚
铜牌、2个第四名、3个第五名、2个第
六名、3个第七名，奖牌总数位列该组
别全国各省市第二名。与上海联合培
养的黑龙江运动员蔡雪桐、张可欣分
别获得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和自由

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女子个人项目各
一枚金牌，与上海联合培养的新疆四
名运动员获得越野滑雪女子团体短距
离项目一枚金牌。

竞技体育具有高社会关注度属
性，运动员的一言一行将代表着年轻
人的形象，对其他社会年轻人有着示
范引领的作用。如在女子1500米A
组决赛中，短道速滑青年队张珈宁和
吕婉钰摔出赛场，张珈宁摔倒后久久
无法起身，但两人坚持完赛，分获第五
名、第七名。随后，为继续参加当天
2000米混合团体接力半决赛，两人选
择由队医进行紧急冷喷治疗，带伤上
阵，与队友合力闯进A组决赛，最终拿
到了上海短道速滑项目第一块银牌。
单板滑雪运动员高大礼在预赛时摔
倒，脸部受伤，但仍然坚持比赛，最终
晋级决赛，为上海赢得滑雪项目第四
名最好成绩。上海运动员在赛场上表
现出的奋勇争先、挑战自我的拼搏精
神，为年轻一代带来了正能量，彰显了
青年一代健康阳光、积极进取的风采，
充分彰显了上海城市精神，为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建设注入了强大精神动
力。

实现成绩历史突破
弘扬上海城市精神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市冰雪
运动发展。2019年，市委办公厅、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冰
雪运动的实施意见》，营造了冰雪运动
发展的良好氛围，为进一步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方式，丰富多元开放的
办队模式，2022年，市体育局制定了
《联办优秀运动队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市代表团冰雪项目运动队全部由
市体育局与市冰雪协会、国金体育、圣
巴文化、雪酷体育、上海体育大学、上
海电机学院等单位联办。在冬季冰雪
运动项目布局上，从上届全冬会参加
3个大项4个分项比赛，在本周期内扩
大到参加5个大项7个分项30个小
项。

各备战单位立足于多出人才、利
于项目发展、提高为国争光能力，充分
发挥社会办训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积极调动各界资源，形成合力。市
冰雪协会与普陀区体育局、国金体育
电闪磊鸣俱乐部共建短道速滑队，并
与圣巴文化友好协作，共同打造上海
短道速滑青年队，实现了短道速滑项
目多枚奖牌的新突破。上海电机学院
通过学校“特殊高端人才引进项目”引
进原黑龙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级教练、
原国家冰壶队队长王奉春，人才虹吸
效应、人才资源集聚初见成效。雪酷

体育俱乐部通过聘请原国家青年队教
练、国家队退役运动员等冰雪运动健
将，引进高水平滑雪运动员，同步重点
培养上海本土滑雪运动员双管齐下，
快速组建了上海第一支市级滑雪队，
吸引大批青少年参与滑雪运动，为上
海滑雪运动注入新能量。滑雪项目作
为本周期新开展的冬季运动项目，初
次参赛即获得七人全部晋级决赛的成
绩，初步呈现了社会办训的成效。

鉴于城市地域、场地设施、梯队
建设等条件，与北方冰雪强省相比，
上海的冰雪项目还有很大发展空
间。结合本届全冬会参赛情况，下阶
段：一是要认真学习冰雪强省在项目
发展、训练参赛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
经验，在体制机制、项目布局、梯队建
设、训练方法、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
积极的创新与实践，探索一条适合南
方城市发展冰雪运动的新路子。进
一步明确重点项目，组建集训队伍，
完善联合办训体系，打好 2026 年米
兰冬奥会。二是将本届全冬会获得
的项目发展基础充分转化为新周期
的发展动力，积极整合本市场馆、院
校、医疗等资源，加强支持高等院校
申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高素质复合
型冰雪运动人才，着力解决冰雪运动
发展短板，促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
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营造全社会共同推动
冰雪运动发展新格局

隋文静：为花滑新生代编织梦想

在“十四冬”花滑赛场，隋文静
的身影随处可见。她或是屏气凝神
地站在冰场旁，注视选手的表现、帮
忙查动作定级；或是在场边搂着小
选手，等待分数公布；或是陪小选手
走进混采区，分享执教过程中的心
得体会。

一年前，在启蒙教练栾波的邀
请下，隋文静开始指导广东队双人
滑选手郭蕊/张益文。新身份下的
隋文静“感觉很从容”。“更多的是辅
助团队和教练完成好（队员）作品的
呈现。在我之前，教练们已经把小
运动员的底子打得非常好了，我做
的编导工作，更像是锦上添花。”隋
文静谦虚地说。

此前，在“十四冬”花滑团体赛
自由滑的比拼中，郭蕊/张益文技术
分得到59.27分，是五组选手里的最
高分。

“他们跟着栾老师组队训练才
两年时间，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了
不起。”隋文静说，“去年，我给他们

编的节目，其实是高于他们能力的，但
今年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套节目，
甚至说（他们的能力）已经超出这套节
目。所以，我在想明年怎么样能给他
们留出更大的空间，让他们有更大的
进步。”

在为小选手们编排节目时，隋文
静会先观察孩子们的性格与特点，帮
助他们在赛场上塑造独特的个性。“让
他们被裁判记住，这一点对打分项目
来说至关重要。”过去一年，在隋文静
的帮助下，郭蕊/张益文的艺术表现力
已有约2分的提升，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小的突破。

“隋老师编排的节目，我们滑下来
感觉很舒服。她会教我们很多衔接方
法，所以我们整套动作滑出来都不会
乱。她说话也特别有意思，跟她沟通
我不会很紧张，感觉就像跟朋友说话
一样。”张益文在赛后说。

在北京冬奥会夺金后，隋文静与
韩聪远离赛场，国内目前还没有能在
国际赛场上称雄的接班人。对此，隋

文静说：“栾老师几十年来在做的事
情，就是不断培养小运动员往上输
送。在场上出现的运动员都是我们
的后备力量，郭蕊/张益文组队两年
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那谁知道未
来呢？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沉淀。”

如今，不断输入已成为隋文静
的生活习惯，就连吃饭的间隙，她也
会把艺术史、绘画史等相关视频当
作“下饭菜”。“很多朋友觉得我很神
奇，但我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

“在未来，希望我能通过不断学
习，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作品。
希望我的创造力与热情，能感染更
多的小朋友，哪怕只让他们多一丝
丝追梦的力量。”隋文静说。

镜头扫到冰场的另一边，韩聪
坐在技术官员席，专注地为每位选
手打分。曾经，隋文静与韩聪执手
在冰场中央，为了冠军的梦想咬牙
奋斗；如今，分坐冰场两端，他们依
然为着共同的事业拼搏。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上，隋文静与搭档韩聪携
手夺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金
牌。这是继 2010 年温哥
华冬奥会申雪/赵宏博之
后，中国花样滑冰再登奥
运之巅。这之后，隋文静
解锁了诸多新身份：在读
硕士、作家、编导……虽然
远离赛场，但她从未远离
花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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