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外音

首席编辑 /李 纬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1 年 12月 19日 /星期日

聚焦 7汇文 体

1932年，刘长春从杨浦滨

江出发， 乘坐邮轮单刀赴会参

加洛杉矶奥运会， 成为中国奥

运第一人。 彼时，他代表的，是
中国与奥林匹克的第一次 “亲

密接触”，是中国体育的突破。

如今缺冰少雪的上海，在

黄浦江畔举办了第一场滑雪比

赛。 雪道边，祥泰木行、明华糖
仓以及在建筑界屡获大奖的绿

之丘， 一幢幢融合百年杨浦工
业回忆的建筑， 成为这场赛事

的独特风景线和见证者———工
业锈带变成了体育秀带， 这些

带着历史印记的回忆， 也见证
着上海体育始终敢为天下先的

勇气与气魄。

上海体育的突破与创新，

其实在黄浦江畔早已凝聚展
示。 22公里的滨江步道，如今

已成为上海体育对外展示和对
内滋养的一片天地。

利用“一江一河”沿岸步道
贯通的契机，同步建设漫步道、

跑步道、骑行道等健身设施，上
海市民可以一边欣赏浦江美

景，一边沉浸于健身锻炼，以美
景润健康。

借着两岸美景， 举办各类
景观赛事，这些年，射箭、赛艇、

壁球、马拉松以及如今的滑雪，

都将赛场建到了黄浦江畔，让

参赛者亲身体验上海的都市魅

力， 让外埠观众从镜头中感受
上海的城市风情———一项项全

新的景观赛事， 也激发出城市
更多的创造力。

将城市的美发掘并放大，

是景观赛事的天赋，也是使命。

从“上艇”到本次城市越野滑雪
赛， 上海体育通过科技助力的

方式，拓宽上海的办赛名单，使
冰雪这项“冷运动”成为“热时

尚”。这种“上海经验”、“上海模
式”，也将为未来更多元的体育

发展提供可借鉴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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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真雪哪里来？比赛为何安排在黄浦江畔？以后会不

会有更多的冰雪赛事落户申城？随着此次比赛的成功举办，一
个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找到了答案。

特殊材料保证雪质

国内的滑雪比赛以往都是在北方举行，原因很简单：南方
很少下雪，缺乏比赛条件。但是，没有自然落雪，可以人工造雪，

以现在的科技条件来说，冰雪赛事落户南方城市不是什么难
题。不过，南方城市毕竟温度相对比较高，像今年上海的冬天就

姗姗来迟，虽然过了大雪节气，但温度总在十几摄氏度徘徊，要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铺设一条越野滑雪赛道，难度可想而

知———由于普通造雪机是将水喷射到空中后，在空气中凝结成

雪花，所以只能在气温 0摄氏度以下才能造雪，而上海远远达
不到这个温度条件。

为了本次比赛，赛事组委会特地引进了两台先进的耐高温
天气造雪机，这种机器的工作原理是将水引进造雪集装箱内，

在箱内冷却上冻再利用机器进行打磨，冰块打磨成雪后由压缩
空气吹出箱体形成雪花。据本次比赛竞赛长李晓博介绍，这种

高温造雪方式能耗低、损耗低，对周边环境零污染，是目前最为
推崇的城市造雪模式，“11月中旬起，我们安排制雪设备、发电

机组进入绿之丘滨江段，11月 18日开始两台机器全天 24小
时不间断造雪”。

李晓博表示，温度稍高雪就会融化，而且这一个月内上海
还下过雨，给造雪和压制赛道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了应对这些

问题，我们在现场搭建了棚房来存雪，然后采用了两种特殊保
温材料，主要就是为了让雪和地面既隔热又透气，并且保持良

好的排水性，保持赛道的干燥度”。据了解，根据国际雪联的要
求，雪道的厚度至少要在 50厘米以上，而这次组委会特意铺得

更厚一些，让雪道的质量更高。

江畔比赛心情不错

作为国际雪联主办的 A类赛事，本次城市越野滑雪赛同
时也是北京冬奥会积分赛，本赛季中国巡回赛一共十站，上

海站为第九站，设男、女个人短距离自由技术和男、女团体短
距离自由技术四个项目，本站比赛也是长江以南地区直接服

务北京冬奥会的唯一国际级别赛事，将助力运动员在冬奥会
备战的最后阶段夺取奥运积分。在昨天举行的 1.5千米自由

技术比赛中，已经取得奥运资格的中国队员王强和尚金财分

获冠、亚军，而正在追逐奥运资格的迪妮格尔 ·衣拉木江获得
女子组冠军。

为了最大程度推广和普及滑雪运动，20世纪 90年代国
际雪联将越野滑雪赛事搬到城市里，每年在各国或地区地标

性建筑举办，包括瑞典斯德哥尔摩王宫、德国杜塞尔多夫河
道边、挪威奥斯陆街道等，都上演过城市越野滑雪的系列赛

事。如今，这一比赛也“滑”到了上海滩，杨浦滨江雪道成为申
城一条新的体育风景线。在比赛现场可以看到，长度将近 300

米的赛道如同一条雪白的玉带与黄浦江相伴，在阳光的照耀
下，皑皑白雪映衬着滔滔江水，反差明显，又相映成趣。

第一次在黄浦江畔参加越野滑雪比赛，来自新疆的迪妮
格尔说，赛道的风景一级棒，比赛的心情也非常好：“虽然赛

道雪质比较软，对自己各方面技术都是很大的挑战，不过最
后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对此，王强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往常

规的越野滑雪比赛都是在丘陵地带举行，有上下坡，雪质也
较硬。在城市的越野滑雪比赛，主要是以平地为主，雪质较

软，更考验选手的综合能力。”

景观赛事推陈出新

近年来，上海大力推广冰雪运动，并助力北京冬奥会的
举办，营造良好的冰雪氛围。在上海马拉松、上海赛艇公开赛

等著名景观赛事之后，上海又创新了雪上赛事的融入途径，
让国内外滑雪选手“滑”进城市，既用城市地标承载冬奥梦

想，用冬奥运动点亮上海的“雪上盛宴”，也填补了申城没有
举办过雪上国际赛事的空白，助力加快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的建设进程。

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严家栋表示，越野滑雪比赛
“滑”进上海，为申城市民提供了了解、参与冰雪运动的机会，

也助力中国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目标。“以本
次城市越野滑雪赛为契机，上海今后也将争取多举办一些冰

雪赛事。一方面是有这样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根据上
海自身的城市特点，既能够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冰雪运动，又

能够达到景观体育的宣传作用。”
“杨浦滨江是人民城市理念的首发地，人民城市

的核心理念也包含了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
更优质的公共体育设施服务、更好的比

赛和赛事活动、更好的体育服务空
间。”杨浦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胡元晖表示，未来，杨浦也将在
这个赛段尝试举办更多冰雪类

的赛事，冰雪类的嘉年华，冰
雪类的体验、宣传活动，“让

老百姓更好地去了解冰雪
运动，去推广冰雪运动，

去享受冰雪运动。”
本报记者 李元春

玉
带
依
浦
江

白
雪
耀
申
城

上
海
首
次
举
办
城
市
越
野
滑
雪
赛
背
后

新突破
◆ 厉苒苒

在南方城市的室外真雪场地上举办城市越野
滑雪赛？你没看错，上海做到了。昨天，2021-2022
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杨浦站比
赛在杨浦滨江绿之丘段火热开赛，上海用开埠以来
的首场真雪赛事，不但打造出申城景观体育的又一
佳作，也用实际行动助力北京冬奥会。

扫码看浦江边
“雪上盛宴”

■ 夜幕下的杨浦滨江人造滑

雪赛道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伴着滔滔江水， 选手在

雪道上奋勇争先 图 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