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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改革创新“关键一招”

上海冰雪健儿全冬会崭露头角

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张珈宁作交
流发言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摄

6枚金牌、10枚银牌、8枚铜牌，上海冰雪健儿在全冬会
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3月15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上海市代表团总结表彰大会在上海棋院举行。上海市副市
长解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在长达八年的备战周期中，最早
参加2020年全冬会雪车项目决赛的
跨界跨项运动员应清、邵奕俊等，在本
次冬运会上获得了3枚金牌、2枚银
牌、1枚铜牌的好成绩，实现了上海冬
季冰雪项目综合运动会金牌零的突
破。在2024年全冬会再次开启的决
赛中，43名上海运动员参加了6个分
项24个小项的决赛。另外，利用全冬
会参赛政策，上海与外省市在6个分
项27个小项30名运动员进行省市联
合培养。经过运动员、教练员顽强拼
搏和全团上下共同努力，上海代表团
获得了 3 枚金牌、8 枚银牌、7 枚铜
牌。最终，在同一届两度举办的全冬
会上，上海冰雪运动健儿以实际行动
践行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共获
得了6枚金牌、10枚银牌、8枚铜牌。
上海市代表团狠抓赛风赛纪和反兴奋
剂不松懈，获得了组委会颁发的体育
道德风尚奖，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双丰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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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堡奠定了重要基
础。

作为南方城市的上海，原本并没
有冰雪运动项目布局。上海冰雪运动
项目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关键
在于紧紧抓住“改革创新”这个“关键
一招”，统筹做好政府、市场、社会等各
方面的力量，坚持自主培养和人才引
进并重，探索出了一条符合都市型竞
技体育发展的全新之路。2019年，市
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冰雪运动的实施意见》，市体育
局相应制定了配套文件，明确了冰雪
运动项目市场化、社会化办队方向。

2022年，上海市体育局根据《上
海市体育局联办优秀运动队管理办法
（试行）》（沪体竞〔2022〕62号），结合
工作实际，制定了上海市体育局联办
优秀运动队项目申报指南。经过审
核，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圣巴文化、
国金体育、雪酷体育、上海体育大学、
上海电机学院等一批优质的办训主体
成为上海市优秀运动队（冰雪项目）的
联办单位。这些单位中有协会、有高
校，还有一批社会俱乐部，充分展现了
都市型竞技体育发展的特点。在冬季
冰雪运动项目布局上，上海从上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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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在冰雪项目青少年人才培养方
面，黄浦区体育局、普陀区体育局积极
响应，输送多名运动员参加第十四届
全冬会，成为本市冰雪运动后备人才
培养的沃土。滑雪运动员李雨恒出生
于普陀区 ，是一名热爱运动的上海小
囡。在上海市金鼎学校上小学时，她
被普陀区少体校选中，开始练习田
径。后来在跨项选材中，她被上海雪
酷滑雪训练俱乐部选中，进行滑雪训
练，目前已被评为国家一级运动员。
李雨恒表示：“这次参加全冬会积累了
信心，也让我找到了不足，接下来我会
继续坚持训练，争取在下届全冬会站
上领奖台。”

目前，上海已有室内滑雪场所50
处、固定冰场16块、季节性冰场15块，

冰雪俱乐部达40多家，年参加冰雪运
动人次达到380万。上海“超级杯”、
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等市级以上冰
雪赛事常办常新，全球最大的室内滑
雪场“上海耀雪冰雪世界”今年将对外
开放。新的场馆设施建设以及冰雪运
动的普及，为今后上海冰雪竞技运动
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海
市代表团总结表彰大会上，普陀区体
育局等四家单位被授予“组织奖”，圣
巴（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两家单
位被授予“贡献奖”，市竞技体育训练
管理中心田径运动中心被授予“人才
输送奖”，张珈宁等10名运动员以及
马延军等七名教练员被授予“突出表
现奖”。

探索都市型发展道路
各类办训主体各显神通

本报记者 李一平

3月 12日，“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赛事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赛事筹备工作，本次赛事预计将有
46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小轮车作为
一项新兴的奥运项目，奥运资格赛落
地上海，也为上海的青少年小轮车运
动发展推动了一大步。

据组委会介绍，中国上海和匈牙
利布达佩斯之前被选为2024年巴黎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主办城市，其中
上海站将于2024年5月 16日至19日
举办，包括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滑
板和攀岩四个项目的奥运资格赛。截
至目前，已有288名选手确定来上海
参赛。

此前，国际奥委会还特别邀请东
京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冠
军夏洛特·沃辛顿专程来沪拍摄宣传
照片和视频，其间她还和申城的青少
年小轮车运动员进行了互动交流。在
接受采访中，夏洛特还提到了对中国
小轮车的青少年运动员的一些建议。

“如果你是一名对学习自由式小轮车
感兴趣的年轻人，我想说的是，去滑板
公园，和人交流，结交朋友，一起发挥
创造力，互相推动学习新的技巧，去旅

行，骑不同的场地，这将真正帮助你持
续进步并获得灵感。”

夏洛特表示如果想更多地了解自
由式小轮车文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
去学习，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地的自由式小轮车的起源和形成，以
及这种生活方式带来了什么。因为自
由式小轮车不仅仅是竞技，它带来了
令人惊喜的机会，它真的是一种生活

方式，这就是夏洛特喜欢它的原因。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的青少年自由

式小轮车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运动
员培养以社会俱乐部办训为主。而在
2024年之前，相关的青少年赛事则主要
有上海市极限运动协会组织的极限运动
嘉年华和城市业余联赛小轮车公开赛。

上海市极限运动协会秘书长葛红
娟表示，奥运会资格赛在上海的落地，

对小轮车这个项目是极大的促进。“首
先是让大家都知道小轮车这项运动
了，能通过这项赛事去了解这项运动
的独特魅力，进而有更多的人愿意来
体验尝试学习这项运动。”她希望通过
这个赛事，不仅能吸引到更多的青少
年来参与这项运动，也能借助社会各
界的力量，促进更多的小轮车运动场
地的落地，这样才能更好地去推广普
及这项运动。

另外，在今年上海市青少年训练
管理中心的运动员注册工作中，自由
式小轮车等奥运新兴项目开放了运动
员的注册，并且2024年还将开展上海
市最高级别的青少年小轮车赛事——
上海市青少年小轮车锦标赛，这对青
少年运动员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推
动作用。

葛红娟表示，未来协会还将与青
少年体育协会、社会指导员等相关协
会合作，通过开展公益营、公益课配送
至街道和社区来进一步推广自由式小
轮车等极限运动。

本报记者 李一平

3月 17日，大宁功能区2024
上海静安半程马拉松在静安大宁
公园鸣枪起跑。本次赛事是中国
田径协会认证的A1类赛事。今
年赛事从静安女子半程马拉松焕
新为静安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
达4000余人。

赛道以大宁公园为中心，以
大宁功能区为辐射延伸，沿途景
观丰富。选手途经贯穿静安南北
的大通道万荣路隧道，经过大宁
音乐广场、大宁中心广场、大宁商
务中心等为代表的大宁功能区高
品质的商务商业综合体；经过被
誉为“宇宙电竞中心”的灵石路；
穿越获得上海市首批“全民运动
健身模范街镇”称号的彭浦镇，再
到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的“白遗
桥村”，体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
活气息，沉浸式感受大宁功能区
产城融合的魅力。

在大宁公园内，新设有5公
里长“集智慧与颜值于一身”的

“数字跑道”，这也是赛程的最后
5公里。该跑道是上海中心城区
首条“数字跑道”，选手们经过于
暖春郁金香花海，也享受中心城
区难得的“天然氧吧”，“特种兵
式”地“游览”樱花大道、白沙滩、
音乐喷泉、罗马广场、市民健身长
廊、跑友体验中心等园内众多热
门打卡点。

赛事同时与长三角区域多项
路跑赛事连接互动，促使赛事品
牌效应和辐射效应融合拓展。一
位来自苏州的跑友说，今天带着
家人孩子一起参与赛事，看到参
赛包给到了很多大宁商圈品牌优
惠福利，特别开心，准备赛后就去
逛逛。据统计，今年专程从外省
市来沪参加比赛的人数占比达到
62.78%，创历史新高。

联动长三角
外省市参赛超六成
上海静安半程马拉松开赛

奥运资格赛落户申城

推动青少年小轮车运动发展

从举旗亮相到崭露头角
上海冰雪勇往直前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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