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海室内滑雪机

增长速度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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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筑梦，一起向未来。今天是北京冬奥会

倒计时 100天，本报推出《新冬奥》特别报道，聚
焦上海、北京两地迎接冬奥的点点滴滴，期盼北

京冬奥召开。

新冬奥，是新民晚报的冬奥特刊。或许还有
读者记得，13年前的北京夏奥， 本报推出的奥

运特刊名，正是“新奥运”。一字之差，一脉相承，

绵延的是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华大地的传承。

新冬奥，是新奥运的到来，蕴含着对未来的
期待。当冰雪的种子在黄浦江畔生根发芽，当越

来越多的上海小囡爱上溜冰滑雪， 冰雪运动在

中国大江南北风靡普及， 成为更多人的健身载
体和生活方式。

新冬奥，更是心的冬奥。 五环同心，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的冬奥会，也只
有大家团结一心，让世界在一起，才能实现

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 冬奥会的举办，对全
球冬季运动的发展也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事件。

历经 6年多筹办， 北京冬奥会迎来百日冲

刺。 “冰丝带”舞动神州，“雪如意”灵动八方，一

个个冬奥地标从蓝图变为现实； 工业遗存与冬
奥场馆交相辉映，“双奥之城”开启崭新篇章；北

冰南展深度融合，“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照亮美好未来。

一起向未来！ 这是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主题口号， 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心声。

疫情依然肆虐的今天， 世界更加需要奥

林匹克。

北京准备好了！中国准备好了！

 厉苒苒

场外音

从田径场到
国家雪车队两名上海选手———

    平昌冬奥会，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子四人

有舵雪橇， 邵奕俊作为舵手带领中国队登上
冬奥会舞台。对上海冰雪项目来说，这是历史

性的一刻，国家雪车队成为冬季项目中，跨界
跨项选才政策最大的受益队伍之一。

2017年以来， 先后有 8名上海运动员
入选国家雪车集训队。 目前在国家队，除了

邵奕俊，还有刘蔚、应清、甄恒共四名上海运
动员入选备战北京冬奥会，他们都是从莘庄

田径基地走出去的。邵奕俊如今担任雪车队

队长， 应清出任雪车女队分量最重的舵手。

这些选手跨项成功，有自己的努力，教练的

培养，同时也证明，从更广的范围来说，田径
是跨界冬季运动的第一大项，是冬季项目选

才的富矿。

代表中国上演雪车首秀后， 邵奕俊说：

这是他和队友四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雪
车的一大步。因为它改变的不只是自己的体

育人生，更是圆了中国冬奥会的梦想。 上海
市体育局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签订国家雪车队合作共建协议后，去年疫
情期间，上海也主动承担、全力保障国家队

在沪的封闭集训。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首次在家门口主办

冬奥会，在雪车项目上，邵奕俊等上海选手
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也带来更大的希望。 平

昌冬奥会算是初体验的话，那么明年 2月的
北京冬奥会，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雪车

选手，将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我们有硬
件最棒的赛道，最细致的后勤保障，最热情

的现场观众，期待邵奕俊和他的队友全力以
赴，放手一搏，展现中国雪车的风采，展示上

海运动员的风貌。 金雷

手记

舞 台

人物

“三亿人上冰雪”期盼更多阿拉上海人
———专访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主席严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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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之

际，本报记者专访上海市冰雪运动协
会主席严家栋。

记者：上海正在打造国家战略“北
冰南展” 的桥头堡， 在开展冰雪运动

上， 上海是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
新路的？

严家栋： 我先介绍一下上海开展
冰雪运动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

专业队，或者说是准专业队。上海从
2016年第 13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始

组队参赛，当时上海代表团有 70名运
动员，这个规模在全冬会排第三。上海

的冬季项目总体上是在社会化、市场

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冰雪队伍原
则上都是在社会化基础上组建的，所

以参加 13届、14届全冬会，我们的队
伍可以说是准专业队。

第二个层面是后备梯队的培养。

我们与市教委紧密配合，在冰球、短
道、花滑、滑雪等项目上组建了上海市

的集训队。通过协会层面，我们在教练
员聘请、训练计划制定、营养科研等各

方面都给予集训队全面的支持，同时
进一步改善训练方式，走出去引进来，

参加全国青少年的比赛来锻炼队伍，
为今后上海队的组建准备后备力量。

第三个层面是政府支持、社会化
推动，包括俱乐部、学校等在项目上的

发展，也就是我们说的群众体育。这三

个层面的架构，是有内在联系的。群众

体育作为塔基，是营造氛围，吸引更多
人参与冰雪运动。现在室内模拟滑雪

机在上海的增长速度排在全国首位，
数量也名列前茅，这跟上海这样大都

市的群众需求是紧密结合的。有了群
众广泛参与的基础，我们再挑选好的

苗子参加集训队。

记者：近几年，上海多了许多冰场
和滑雪场， 场地建设的快速增长对普

及冬季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

严家栋： 这几年上海的冰雪场地
建设是“先冰后雪”。目前位于临港地

区的“冰雪之星”滑雪场正在建设中，
那里将是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一

旦投入使用，将成为上海冰雪爱好者
的后花园。根据统计，上海市民在冰雪

运动上的消费能力比较强，在全市所

有体育运动项目中排在第二位，这证
明冰雪运动市场具有很大潜力。

记者：随着冰雪运动逐渐普及，市

民对冰雪运动指导的需求更为强烈，

我们的教练员队伍能满足吗？

严家栋： 目前冰雪项目的教练员

可以说够用，也可以说不足。从上海目
前冰雪运动场所的发展来看，目前全

市有 13块冰场（不含冰壶），数量增长
速度不快，特别是标准冰场不多。总体

说这一块相对稳定，教练员的数量是

够用的。
但从发展的眼光看，教练员的能

力还需要提升。冰雪运动普及之后市

民需要提高水平，从能够承担更高参

赛任务和群众体育开展后继续提升水
平的角度讲，我们仍需要更多高水平

的教练员。今年协会也加快了培训的
节奏，力图培养出更多合格的教练员

为群众服务。
记者：接下来，上海冰雪运动发展

还有哪些具体目标？

严家栋：竞技方面，在第 14届全
国冬运会上，上海雪车项目拿了 3枚

金牌，第 15届全国冬运会，我们的成
绩还要有明显提高。为此，通过运动员

的培养引进，教练员提升水平，结合场
地建设，从综合角度推动发展。

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市体育
局已经确定 39所“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57
所上海市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

学校和 32所全国青少年冰雪特色学
校名单。最近市教委开展了 16所学

校的“滑雪进校园”项目，充分发挥俱
乐部的作用。希望上海在完成国家

“三亿人上冰雪”的宏伟目标上，作出
更大的贡献。

首席记者 金雷

    北京冬奥会的雪车项目，位于延庆的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雪游龙）的赛道上，将出现上海运动
员的身影。他们肩负国家的使命，家乡父老的期

望，挑战自我，超越极限，为国争光。可能很多人
还不了解，邵奕俊、刘蔚等几名上海运动员是跨

界跨项投身雪车项目的，为此，他们付出了比旁
人更多的心血，甚至牺牲。

增重20公斤
2015年国家雪车队组建、来上海跨界跨项

选材时，大家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很多人都没

见过雪车的样子，更别说该怎么玩了。按照选材
标准，雪车选手要求爆发力好，力量足，在上海二

体校标枪队的刘蔚就被选去了。被挑中的运动
员先是在沈阳体育学院集训，然后去北京集训，

筛选出最合适的人选。刘蔚留了下来。

雪车项目和其他运动不同，对运动员和车的
重量配比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因为选手自重达

标，才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推动雪车。刚去时，高

个子的刘蔚体重不满 90公斤，后增重至 110公

斤。“因为如果你自重轻，就得在雪车上加磅数，
这样车推起来肯定慢。”刘蔚的标枪教练严颖解

释，爱徒跨项雪车后，他一个田径教练对这一冬
季项目做了不少研究。

男孩到男人
跨项前，刘蔚练了六七年标枪，转到雪车队

后，训练强度很大，上下午都有计划，一时不适

应。“他去的时候不满 20岁，雪车对速度和爆发
力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他是作为主力推车手培养

的，要和最强的舵手配对，所以练得非常辛苦。”
严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过程，因为刘蔚

正从青少年的训练状态向成年运动员转变，加上

年龄小，思想上有些波动，完全正常。
跨项雪车后两年，刘蔚和李纯健合作，参加

了在加拿大举行的全国雪车锦标赛两人车比赛；
之后，在德国举行的 2018-2019赛季世青赛上，

他与队友合作，夺得四人车 U23年龄组别的冠
军。最近见到刘蔚，严颖发现，“我们的小刘蔚长

大了，成熟了”。刘蔚对师父说，他现在训练非常
专注，是因为心里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

北京冬奥会上，为中国雪车项目争光添彩，不辜
负国家的培养，队伍的付出，同胞的期待。

撞出脑震荡
刘蔚在雪车队的队友邵奕

俊同样是从上海走出去的。在

韩国平昌，邵奕俊成为第一位
走上冬奥会赛场的上海运动

员，他和队友一起，在四人

雪车上获得第 26 名，这

是中国雪车首次滑上冬

奥赛场。而跨项前，邵

奕俊是一名颇有前

途的铅球新苗，师从

奥运冠军隋新梅，那

时上海小伙从未想

过，自己能驾驭如

此惊险刺激的高

难度冬季项目。

“从没滑过雪，

也没滑过冰，到现

在也没滑过，而且我

还恐高。”说起自己

的跨项故事，邵奕俊

总爱这么开场。这位上

海小伙原本的梦想是登

上奥运会田径赛场的领

奖台，结果在他面前，冬奥

会的舞台盛情拉开大幕，人生

突然开始加速。

虽然人生拐了个弯，
邵奕俊并没有迷失方向。

在国家雪车队，他因为爆
发力强、身体灵活，被选当

舵手。1900米的赛道，前
30米靠 4个人共同努力，
后面 1000多米就靠舵手掌舵。邵奕俊明白，舵手

最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雪车风驰电
掣，四人雪车的最快时速可达 150公里，这意味着

比赛或练习中，运动员稍有不慎便会受伤。一次次
训练中，邵奕俊不断尝试与这辆小小的雪车融合，

甚至有回还被撞出脑震荡。

家是避风港
弟子经历的挑战，隋新梅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我跟他说，你被撞了，一定是技术环节没有

做好。舵手是一辆车的灵魂，什么时候提前加速，
什么时候拐弯，都要和教练做好沟通。”让隋新梅

欣慰的是，小邵对自己的要求非但没有放松，反
而更加严格，“因为项目刚刚起步，国家雪车队聘

请了外教，每次训练或赛后研讨，他都会跑到前

排，拿着笔记本记下教练说的话。”雪车有许多专
业术语，要保证领会教练的意图，就不能依赖翻

译。邵奕俊遂自学英语，阅读大量的雪车专业书
籍，甚至还去补充了相关物理知识。

在平昌冬奥会代表中国上演雪车首秀后不
久，邵奕俊却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家对邵奕俊

来说，满是爱的记忆。进了二体校后，他有了运动
员津贴，但从不乱花，而是把工资卡交给妈妈，自

己只留点坐车的钱。邵奕俊的爸爸老来得子，对
儿子特别宠爱，父子连心，这个消息对小邵好似

晴天霹雳。
为了尽可能不影响邵奕俊训练备战，上海市

体育局和二体校都给予他许多温暖。小邵父亲病
逝时，隋新梅正在外地带队比赛，她就让爱人代表

自己去参加追悼会。这些年，隋新梅保持着与小邵
的沟通，就像一位母亲，了解孩子的思想状况，“邵

奕俊很顾家，只要队里放假，他就回家帮妈妈带几
天小外甥，接送孩子上学，他也知道，我们是他的

大后方，避风港，有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的。”
让二体校领导、教练和队友欣慰的是，不久

前邵奕俊转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这让
他更珍惜得到的机遇，肩负的使命。隋新梅鼓励

弟子：先做人后做事，既然你是雪车队的领头羊，
就要做好榜样。此刻，她想起邵奕俊刚进铅球

队的情景：虽然要将手里 5公斤的铅球换

成 7.6公斤的，这个身体单薄的孩子却

拿出不畏挑战的劲头，“他一定会在

自己的梦想道路上走得更远”。

首席记者 金雷

雪游龙

    本报讯（首席记者 金雷）今天上午，上海迎接北京冬奥会

开幕倒计时 100天主题活动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下城市广场举
行。本次活动以“百万市民牵手冰雪，申城逐梦喜迎冬奥”为主

题，设置启动仪式、冬季项目市民体验以及 2021市民滑雪体能
比赛等多个板块。活动持续到下午 5时，东方明珠塔下人头攒

动，前来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
活动现场还来了一位“特殊来宾”———一台单人雪车。雪

车项目被誉为“雪上 F1”，是冬奥项目中的速度之王，时速最

高可达 150多公里。上海这座南方城市与雪车已结下了不解
之缘，邵奕俊等 4名跨界跨项的上海运动员目前正在国家雪

车队集训，备战 100天后的北京冬奥会。为让上海市民更好地
体验雪车项目的魅力，了解上海与雪车的情缘，国家体育总局

冬运中心大力支持本次活动，将这台体积不大但重量惊人的
雪车，不远千里从北京延庆赛道“请”到了上海。

据了解，接下来的 100天里，上海计划推出 41项冬季项
目赛事活动。市民走出家门就能来到冰雪场馆运动，打开电

视、手机就能欣赏到顶级的冰雪赛事和冰雪演出；从事冰雪
运动训练的孩子，将有诸多参赛机会。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

系列活动，进一步带动上海百万人次嬉冰玩雪，以从室内走
向室外、从城市走向高山为目的，激发全市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情，在上海营造更加浓郁的迎冬奥氛围。从 2017年到 2020

年，上海参加各类冰雪活动的人数从 60多万人次，增长至
200万人次。

据悉，上海目前共有冰场 13块，室内滑雪场所 34处，冰壶
场地 3个，共 8条冰壶道，各类冰雪运动场地分布于全市 13个

区、4所高校。全市共开展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速度滑冰、

冰壶、雪车、滑雪等七个冰雪运动项目。
此外，除今天上午的启动仪式，昨晚 8时上海多处地

标———外滩城市之窗、上海中心、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纷纷亮

灯，为北京冬奥会加油。浦江两岸璀璨灯景，都在发布这条喜
讯：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

上海第一场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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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在活动现场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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