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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察

一场定名次
几乎每一届游泳世锦赛上，参

赛队的战略总会与奥运会相关联。

奥运会前的世锦赛，自然是“大考”

前的重要“摸底”；如果是奥运会后

一年举办的世锦赛，则被视为新备

战周期的开端，会有不少新人冒

尖。或许是了解参赛选手和参赛队

的想法，世界泳联才在多哈选择改

变原来的双人赛制，改为与奥运规

则接轨的“一场定名次”。

支持者认为设置与奥运相同的

规则，能有效避免实力强劲的选手

在预赛及半决赛中刻意隐藏实力，

导致比赛的观赏性打折扣。毕竟在

此前的世锦赛中，出现过双人参赛

组合在前几场“敷衍了事”，到决赛

才使出全力的情况，这对购买非决

赛门票的观众不公平，也不利于世

锦赛的长期发展。此前的女子双人

十米台赛后，就有多对选手提到：

“现在双人比赛没有太多纠错的机

会，从一开始就要进入状态，我们必

须更加重视，拿出更好的表现。”而

从现场观众的反馈来看，“一场定胜

负”的赛制，对票房和赛场氛围的营

造，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新赛

制，电视转播商就是“一场定名次”

的反对者，原因是决赛的队伍太多，

转播时间过长，增加了播出成本。

世界泳联想要与奥运接轨的愿望值

得鼓励，但细节的处理上还有不少

可提升的空间。“奥运会双人跳水比

赛只有6个名额，世锦赛有20对选

手参与，冗长的时间和选手参差不

齐的水平，对游泳世锦赛的传播力

真的有好处吗？”昨晚的女双三米板

赛后，便有部分心急的电视观众忍

不住吐槽。目前看来，一心想要提

升世锦赛和跳水项目影响力的世界

泳联，确实展现了改革的勇气和决

心，但也还有很多功课要慢慢完成。

一次新考验
若只看结果，多哈世锦赛开幕

至今，赛制的改变并没有对中国跳

水队产生多少影响，王宗源/龙道

一、全红婵/陈芋汐、陈艺文/昌雅妮

组合均将金牌收入囊中。不过在看

似一切如常的结果背后，几位队员

也在新赛制下出现了一些波动。

昨晚的女双三米板决赛，昌雅

妮和陈艺文有几个动作出现瑕疵，

毕竟全新的规则下，比赛的偶然性

大幅增加，即便实力高出一筹，也不

能掉以轻心。成功拿下个人第6枚

世锦赛金牌的陈艺文赛后坦承，虽

然以前参加过世锦赛双人项目比

赛，但新赛制还是带来一些挑战，

“以往比双人项目是慢慢提升状态，

预赛失误了还有补救机会，现在直

接决赛，在身体和心理的调整方面，

还是有些变化。”小姑娘说，赛前赛

中与搭档昌雅妮的沟通，就变得十

分关键，“我们赛前都有些紧，好在

比赛时控制得还不错，这也是一次

锻炼吧”。

出征多哈世锦赛前，中国跳水

队的目标便是模拟巴黎奥运，寻找

自身问题。如今在全新的双人比赛

规则下，几对王牌组合相继出现不

同程度的失误，也算达到了此行的

目的。接下来，中国选手还将出战

另几个双人项目。距离巴黎奥运会

还有5个多月，新的课题已经摆在

“跳水梦之队”的面前，就看这支冠

军之师，如何解答了。

本报记者 陆玮鑫

闵行飞扬冰上运动中心的冰场

上，人满为患。一大清早的冰球课，

人多时甚至会有50多位冰球少年同

时上课。手持球杆在冰面上风驰电

掣，类似这样的热闹场景一直会持

续到晚上11点多才结束。而在普陀

冰上运动中心、万象城和梅赛德斯

奔驰文化中心冰场以及上海数十片

室内模拟滑雪场亦是如此，虽然这

几年，场馆收费一升再升，但人们体

验冰雪运动的热情依旧不减。据统

计，上海年上冰人数，已经从2018年

的50多万人次，上升到2023年的

380万人次，冬天赴外省市滑雪的人

数稳居全国前三，冰雪运动消费位居

体育项目第三名。冰雪运动已成为

上海这座南方城市的热门时尚运动。

促推上海冰雪运动发展，社会

力量扮演着重要角色。冰雪消费飙

升的背后，是上海一系列本地冰雪

企业的持续成长。

由冬奥会冠军杨扬创办的飞扬

冰上运动中心已在上海走过十一个

年头，飞扬的队伍不断壮大，已覆盖

近30余所学校，组织超过50万人次

学生参加滑冰课程的培训。飞扬冰

上运动中心已为上海市输送百余名

优秀冰上运动员。

在普陀区政府的支持下，国金

体育股份公司在普陀桃浦智创绿地

公园地下，投资建设了普陀冰上运

动中心，2023年初投入使用以来，

已经举办了全市大众冰雪季、花滑

锦标赛，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开

幕式赛前训练也在这里进行，普陀

冰上运动中心平时全天候对市民开

放，真正成了市民的冰上运动的好

去处。如今，公司正在与虹桥、宝山

洽谈，建设第二座冰场。

全市20多处室内模拟冰雪场

馆，全部由社会力量投资经营，雪酷

俱乐部总经理杨仁海2017年揣着

数百万元，从河北来上海嘉定开始

经营一家室内模拟滑雪场，从一家

到五家，从郊区到市中心，目前会员

已有3万余名。与杨仁海经历相似

的snow51俱乐部，是一家中外合资

公司，老板叶凯与几位外籍合伙人

看好上海市场，投资的万象城室内

模拟滑雪场2018年开始营业，目前

已持续开业经营13家。

今天，是我们上海人俗称的“小年夜”，从今天起，

大家纷纷开启过年模式。再过两天，就是甲辰龙年新

春。说到龙，立刻会想到“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飞

凤舞”等充满动感的成语。动感何来？运动是也。“每

逢佳节胖三斤”，如何应对？运动是也。从今天起，我

们开设“新春新申动”专栏，扫描上海人过年不忘运动、

运动中过大年的故事。从这个小切口，来反映申城新

时代的新春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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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次少了 悬念多了
世锦赛跳水双人项目新赛制引热议

冰雪何以成为申城 运动冷 热

三林体育中心飞扬冰上运动中
心冰场上，人声鼎沸，冰面上舞动的
青少年身影，伴随着冰刀与冰面的摩
擦声和看台上家长的呐喊声，让冰冷
的场馆洋溢着浓浓的暖意。
从四大洲花滑锦标赛到十四届

全冬会，这个2月，冰雪的氛围将伴
随着新春的氛围，持续加温。尽情享
受冰上运动的快乐，昔日高冷的冰雪
运动如何成为如今申城的时尚热门？

筑巢引凤，广纳贤才，冰雪运动

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市体育局专

门组织团队，多次赶往黑、吉、辽等

冰雪强省，洽谈合作，招揽人才。最

早落户上海的是冬奥会首枚金牌获

得者杨扬，之后全国花样滑冰冠军

范军、短道速滑全国冠军马延军、苏

晓华、国家女子冰球队长马晓军等

一批知名运动员先后带领团队进驻

上海，他们进学校、入社区，推广冰

雪运动，发现培养冰雪运动人才，他

们中有的已经成为新上海人，培养

的学生运动员不仅成为上海市各支

队伍主力，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各类

各级比赛，有的队员还进入国家青

年集训队，在世界大赛上崭露头

角。市冰雪协会目前单位会员已达

80多家，滑冰、滑雪俱乐部也如雨

后春笋般在全市各个区生根开花。

而在竞技人才培养方面，黄浦

圣巴文化组建了20多人的短道速

滑队，常年在黑龙江等地训练，经过

多年投入和打拼，运动员张柏浩不

仅在十四届全冬会上取得优异成

绩，而且在刚刚结束的冬青奥会上

获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国金

体育、普陀体育局和市冰雪协会联

办的短道速滑队，经过三年多的努

力，在十四届全冬会上获得2银2铜

的好成绩。

五年来，全市举办各级各类冰

雪赛事多达5000多场次，上海超级

杯、短道世界杯、城市越野滑雪等顶

级赛事，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关

注。临港的冰雪运动综合体“耀雪”

将在今年对公众开放，伴随着越来

越多的场地开放，冰雪运动还将在

上海持续发展。冰雪运动在申城，

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王志灵

“这届世锦赛上，跳水项目的比赛场次，是
不是减少了？”昨晚陈艺文/昌雅妮拿下多哈游
泳世锦赛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后，便有细心
的粉丝提出这样的疑问，并引起热烈讨论。

本届世锦赛跳水项目的比赛场次，确实比
往届有所减少，所有的双人项目由以往的预赛、
半决赛和决赛三场，改为直接决赛的“一锤子买
卖”，这样的新赛制，也让双人项目多了意外。

冰雪消费持续升温1

新春新

■ 孩子们在飞扬冰上

运动中心上冰球课

■ 学生们在卢湾少体校

冰壶馆玩冰壶

■ 市民在闵行世纪星冰场

体验滑冰的乐趣

本文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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