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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让更多
孩子“玩起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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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青少年体育人才
培养的最佳路径

从“北冰南展”到“南展西扩东进”

透过亚冬热度看申城冰雪发展透过亚冬热度看申城冰雪发展
从“北冰南展”到“南

展西扩东进”，从在北京冬
奥周期里的助力助威，到
于刚落幕的哈尔滨亚冬会
上突破性的上海运动员首
金，再到对米兰冬奥会的
展望，缺乏天然冰雪资源
的上海在冰雪版图上的存
在感更强了，这是不争的
事实。而在竞技赛场之
外，今天记者想跟大家分
享的还是申城冰雪热度在
身边的故事。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在已打响的冰雪吸引力和第九届
亚冬会举办的双重因素推动下，同程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月9日，以
哈尔滨为目的地的国内机票订单量同
比增长超两成；以哈尔滨为目的地的
前10大热门航线中，长江以南地区的
出发城市占比达七成。陪女儿赴哈尔
滨过第二个滑雪主题寒假的上海家长
张琳，就是“候鸟游客”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家庭。

“去年寒假来，我们是直奔亚布
力，今年在哈尔滨市区多住了几个晚
上，因为抢到了亚冬会的门票，去看了
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的比赛。虽然我
们家孩子主要爱好滑雪，但偶尔也会
有上冰玩。”作为家有“冰雪娃”的家
长，张琳这些年在申城看过不少冰上
赛事的现场，比如短道速滑世界杯、上
海超级杯等，而在这回观摩亚冬会后，
她心里更多了些对比。“虽然上海缺天
然冰雪资源，但申城赛事舞台丰富，论
观赛氛围真不输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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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受亲友影响而喜欢上冰雪
运动的孩子，也有受校园氛围感染而
加入其中的孩子。从气候来说，申城

并不具备开展天然滑雪的条件，但随
着体育科技的进步，都市人已能在室
内环境的滑雪模拟机上体验这项运动
的乐趣。而在掌握了一定的入门技巧
后，待入冬后，他们就可像候鸟般或以
个人形式或参加滑雪俱乐部组织的外
滑活动，去往各大滑雪胜地，在真正的
雪道上继续提升。张琳家就是借鉴了
已有的经验，连着两年都陪孩子把寒
假时间花在了哈尔滨亚布力。

而在距离哈尔滨市区一个多小时
高铁距离的亚布力，由于南来北往的
滑雪“候鸟”变多了，所以在滑雪区一
些餐厅的菜单上，也有了雁过留痕的
变化。“这回再去亚布力时，我们发觉
常去的那家餐厅把饭团、油条这些挺
有上海特色的早点也做进早餐菜单
了。听老板介绍，说是因为感觉上海
游客变多了，问有没有饭团、油条供应
的人变多了，他就索性丰富了菜单。”
从衣食住行这些小细节上，张琳分享
了自己的新发现。

根据记者从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
处了解到的数据，目前本市室内真雪
场虽只有一个，但室内滑雪模拟机场
所已增至50多处，为“滑雪候鸟”模式
的展开提供了依托。

“平时管我们的裁判，这回在亚冬
会上也见着了。”在本届亚冬会举办期
间，不少沪上冰雪爱好者都在朋友圈
里刷到了类似的消息。据记者了解，
此次共有八名上海市注册裁判员亮相
亚冬会赛场，他们参与了短道速滑、冰
球、冰壶、自由式滑雪、冬季两项五个
项目的执裁工作。

都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才最得宜，近年来申城冰雪赛事从数

量到质量都在做加法，而在这番好势
头的背后，专业人士的护航当然起到
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上海市不断加
强裁判员队伍建设，已拥有短道速滑、
冰壶、冰球、花样滑冰、高山滑雪、单板
滑雪注册裁判员200余人，为上海市
冰雪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和
人才保障。

专业土壤越厚实，可为空间便越广
大。近几年，上海在克服天然冰雪资源

短板、迈开步子走出去训练和办赛这一
点上可圈可点。去年10月，2024年上
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冰雪比赛
在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举行。一方面，
此次比赛汇聚了来自28个参赛单位的
146名滑雪健儿，参赛人数创下了申城
市级滑雪赛事的新纪录；另一方面，这
也是本项赛事自纳入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联赛正式比赛以来，首次从模
拟机走向了真雪赛场。

除了“走出去”办赛，上海冰雪在
“请进来”一事上也有进展。去年年
末，2024-2025赛季全国大众滑雪技术
等级达标赛（长三角赛区）落户临港地
区的耀雪冰雪世界，这是该项大众滑
雪技术等级达标赛首度落地长三角。

群众赛事中的裁判面孔

在亚冬会上也见着了在亚冬会上也见着了

赛场外的上海元素赛场外的上海元素
““候鸟候鸟””模式已上轨模式已上轨

社会力量何以获得亚冬会金牌？

揭秘上海圣巴的揭秘上海圣巴的““冠军密码冠军密码””
在2月11日结束的亚冬

会速度滑冰男子团体追逐决
赛中，上海运动员哈那哈提·
木哈买提与队友刘瀚彬、吴宇
携手站上最高领奖台。这是
中国速度滑冰男队首次获得
该项目亚冬会奖牌！同时也
是上海运动员首次在亚冬会
上斩获金牌。

近年来，上海市体育局通
过出台《上海市体育局联办优
秀运动队管理办法》，吸引了
一大批有志于竞技体育事业
发展的体育企业参与，取得了
一系列佳绩。圣巴文化便是
其中之一，哈那哈提正是由圣
巴文化引进并保障的优秀运
动员。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哈那哈提在上海办训单位的负责
人——圣巴（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顾卫峰，讲述了这枚亚冬会金
牌背后的故事。

比赛前几天，哈那哈提滑冰鞋的
冰刀在训练中出现了微小移位，影响
了滑行所需的精确角度。哈那哈提的
教练兼器材师正在荷兰进行执教工
作。鉴于亚冬会的重要性，且时间紧
迫，赛前训练一天都不能耽误。哈那
哈提出希望教练能够从荷兰临时飞回
中国，调整冰刀。哈那哈提把这个诉
求告诉了顾卫峰。顾卫峰一分钟之内
就做出了决策：尊重运动员大赛前的
需求，并马上布置专人办好往返机票

手续。在顾卫峰的周到安排下，柯佳
欣在36小时内就完成了两地的往返，
成功完成了滑冰鞋冰刀角度的调整。
最终，哈那哈提不负众望，携手队员一
举夺冠，创造历史。

回顾这一幕，顾卫峰表示36小时
内实现“飞的调冰刀”正是社会力量办
训灵活保障的体现。此前，在上海市
体育局联办优秀运动队动员大会上，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在讲话中
表示，作为优秀运动队联办单位，要用
好上海这座体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魅力；要建立高效科学的决策体系，在
运动员的引进和培养上快人一步；要
用全面、丰富、灵活的保障，让运动队
及时应对训练和竞赛中出现的各种状
况，赢取优异的成绩。

“一眼看中！”说起引进哈那哈提·
木哈买提的过程，顾卫峰表示最吸引
他的是哈那哈提所具有的独特气质。

“通过交流，我发现速度滑冰已经成为
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不仅希望在赛
场上不断突破自己，同时更希望通过
长期在世界顶尖俱乐部的训练，把国
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带回来，帮
助更多中国运动员成长，未来带动项
目的全面发展。因此，他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具备成为职业运动员
的气质！”

作为社会办训机构，引进优秀运
动员看重什么要素？在顾卫峰看来，
成绩并非是唯一标准，他更看重的是
运动员对项目的热爱、理解和自律。
竞技体育的选材引进，顾卫峰认为实
现“双向奔赴”才是最重要的，除了为
引进的优秀运动员提供一流保障，帮
助他取得更好的竞技成绩外，圣巴更
会根据运动员的个人属性，为其量身
定制发展规划，帮助他成为一名具有
市场前景的职业选手。“在交流的时
候，哈那哈提对圣巴打造轮冰运动员
的冠军个人IP体系的做法非常认可，

未来我们也会为他打造具有他个人IP
的运动装备、培训体系和赛事品牌
等。因此，不仅是我们选择了哈那哈
提，同时也是他选择了我们，选择了上
海体育的肥沃土壤。”

哈那哈提夺冠后的第二天一早，
就飞往海南进行陆地自行车训练，备
战2025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和冠军
赛，以及今年的多个世界级赛事。顾
卫峰透露，圣巴团队对哈那哈提的保
障的下一个目标是力争进入米兰冬奥
会。相信通过这次亚冬会的夺冠，必
将大大激发哈那哈提的自信心，更加
积极地投入训练和竞赛，一切皆有可
能。

圣巴文化获十四冬上海贡献奖

全面灵活的保障体系

赛前实现“飞的”调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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