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憋着一股劲
寻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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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佳媛（右）和教练隋

新梅在巴黎奥运会上

这个新春，新民
晚报记者走街串巷，
在“新春新申动”专
栏中聚焦那些选择
健身和运动来欢度
假期的人们。让我
们在一个个热闹红
火的体育场里，看到
这座城市里的快乐
表情、见证体育健身
给都市节日经济带
来的助力。

铅球女将宋佳媛

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

女子铅球运动员宋佳媛正

跟随教练隋新梅在江苏淮安

冬训，淮安体校和淮安市体

育中心长期服务保障国家田

径队投掷项目驻训，备战过包

括全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和奥

运会在内的多项重要赛事。

练着去比
今年的国际大赛有3月的南

京室内世锦赛和9月的东京世锦

赛。粤港澳全运会在11月举行。

宋佳媛之前有一些小伤，室内赛和

世锦赛没有具体要求，练着去比，下

半年计划去国外参赛，同时了解对手

的最新状况。“今年的重中之重是全运

会，先做好防伤防病，精神上创造一个

宽松的环境，为后续训练打好根基。”

国内铅球运动员中，宋佳媛是使用

旋转式投掷技术的代表人物。2022年

举行的中国田径协会投掷项群通讯赛暨

尤金世锦赛选拔赛女子铅球决赛中，她首

次投过20米，成为世界上第三位使用新技

术突破20米大关的女运动员。去年夏天，

在个人征战的第二届奥运会上，宋佳媛以

19.32米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一枚铜牌。

狠抓专项
巴黎奥运会铅球决赛在雨中进行，地面太

滑导致运动员做动作的幅度变小，整体成绩都

不够理想。因此冬训期间，宋佳媛进一步打磨

技术，提升比赛能力。“在保证体能的基础上，狠

抓专项动作。”

上海田径队领队端木国杰评价，宋佳媛的特

点是吃得起苦，同时在自我管理方面非

常出众。“她对铅球这个项目也非常喜

爱。”奥运会实现突破后，宋佳媛对自己

提出了更高要求。“去年练到位了，但因

为各种原因，成绩并未达到预期，心里也

憋着一股劲。”隋新梅说，“今年对佳媛来

说是基础年。给她定的目标是投到

19.80-20.50米，挖掘技术能力，将现有

的力量水平通过技术表现出来。然后在

这个基础上寻找突破口，为洛杉矶奥运

会作准备。”

领悟技术
征战过两届奥运会，宋佳媛如今是

一名老队员了，在队里的角色也迎来转

变。这次在淮安基地的冬训，投掷组吸

收了几名09后、10后的小队员，她们会

拿宋佳媛姐姐作榜样，训练时，会观看宋

姐姐的技术动作。宋佳媛则抓住机会指

导小师妹，在指导的过程中，帮助自己更

深地领悟技术细节。“当你用语言来讲解

专项技术时，比如为什么这样用力，什么

时候用力，为何是这样的角度和加速

度。自己对理论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入，

技术在训练中得到提升。”

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除了技术能力，

心理调节能力也非常重要。和去年相

比，宋佳媛更松弛了。隋新梅感觉冬训

以来弟子的精神状态很饱满，“到了这个

阶段，她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不受外

部因素的干扰，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才是关键。”

作为一代名将，隋新梅对爱徒寄予

厚望，“希望她能在成绩上和名次上都超

过我。” 本报记者 金雷

编者按

耳边，是黄浦江上往来船只的呜呜笛鸣;眼前，却是一派银装素裹的冰雪盛景。置身徐汇
滨江西岸乐滑之梦室外冰场，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新春氛围感。
这个冬天，上海各大商业体中，开出了5家季节性临时冰场，这些“上海冬季限定款”冰

场，成为不少市民接触冰上运动的第一站。商业加体育的模式，给予滑冰这项运动新的活
力和价值，也赋予了商业体更多附加值——冰雪运动和商业活动，获得效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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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梦幻打卡地
纯白冰场上，身材高挑、金发碧眼

的俄罗斯女孩玛利亚身穿粉色羽绒

服，格外显眼。只见她滑行动作优美

流畅，犹如一只花蝴蝶在人群中穿

梭，时不时还张开双臂，感受扑面而

来的凛冽江风……玛利亚就读于上海

大学，她和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华东师范

大学学生梦奇和来自西安的“老乡”爱

琳特地来西岸，感受“家乡味道”。

“在我们家乡（俄罗斯），冬天室外

冰场非常普遍，小孩子从小就在冰场上

长大，但来中国后，我还是第一次滑

冰。”玛利亚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西岸

冰场的，第一眼就被迷住了。“这个冰

场好梦幻，太出片了！”一口流利的中

文，道出了大多数年轻女孩子来此的

目的——打卡拍照！

坐在冰场边的长椅上，来自山东

的于女士看着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的

儿子腾腾，笑得格外开心。今年春节，

全家人选择反向“回乡”，到她工作过

的上海过年。母子俩制定了一连串旅

行计划，去冰场滑冰也是其中之一。

晚上六时不到，两人就到了冰场，

特地选择傍晚前来是因为晚上既有市

集又有五彩灯光，甚至还有现场DJ表

演和整点人工降雪，“特别浪漫！”其

实，母子俩原计划是去江对岸的梅奔

中心冰场滑冰，但一查，西岸有室外冰

场，就立即转道了，“相比略显专业的

室内场馆，这处以玩耍为主的真冰场

不但风景优美、空气清新，还都是水平

差不多的初学者，孩子会更喜欢。”一

个半小时滑冰的价格为72元，节假日

也就108元，性价比不错。和腾腾类

似，很多孩子的冰上启蒙都是始于室

外季节冰场。

自去年12月14日以来，这个由

“乐滑之梦”和西岸梦中心联手打造的

冰上乐园火速出圈。周末的冰场人气

爆棚，高峰时需要等半小时甚至一小

时。“一个有趣的、颜值够高的冰场，对

于来繁华商圈过周末的年轻人和亲子

家庭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这让人们在

滨水生活方式中，多了几分体育元

素。”北京乐滑之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创始人赵怡告诉记者。

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也助推了室

外季节冰场的火爆，在小红书上，用户

可以同时看到美国洛克菲勒广场的冰

场，也可以看到西岸霓虹闪烁的冰雪

世界——寻找身边的氛围感，成为不

少人来这里的目的。赵怡透露，在西

岸，每天通过社交媒体按图索骥而来

的顾客络绎不绝。

商体联合新消费
J和豹豹是两位刚放寒假的女大学生，相约一

起来徐汇滨江。走着走着，她们在西岸梦中心商

场中庭看到了这处冰场，于是就买了票，进来玩一

会。第一次滑冰，难免手忙脚乱，摔了几下之后，

两个女孩已累得满头大汗，刚享用过美食的她们

表示，运动之后还能再满足自己饱一下口腹。

“排队，持续排队。”这是“乐滑之梦”在

长风大悦城第一年的盛况，赵怡记忆犹新，

“大家对建在商场内的冰场很感兴趣，特别

是在上海，真冰场还是很少见”。户外真冰

场的趣味性强，加上现场互动和飘雪等特

效，配以周边景观和夜晚灯光，吸引了不

少崇尚自然、爱好“尝鲜”的上海市民，哪

怕路途再远也要去打卡。

而这个冬天，类似这样与商业体联

动的季节冰场，已散布全市各处。自

2019年开始在长风大悦城开出第一

块冰场后，这已是“乐滑之梦”连续第

六年在上海以商体结合的模式开设

冰场。从当年长风大悦城的第一

块，到如今在上海西岸梦中心、白玉

兰广场、长宁来福士广场、莘庄仲

盛世界商城等，“乐滑之梦”六年

间一直在持续开设冰场。

在赵怡眼中，上海整体消费

活力旺盛，市民对新生事物愿意

尝试也乐于消费。更重要的

是，各家商场对冰场的落地都

非常支持，“体育+商业的模

式，给予滑冰这项运动新的

活力和价值，也赋予商业体

更多附加值。”她举例说，西

岸梦中心冰场从去年12月

14日开业以来，繁忙时段

周末甚至单日能达到

1500人左右的上冰人数，

运 营 至 今 每 天 有

500-600人次的上冰人

数。作为沪上新开的

商场，如今结合真冰场

以亲子、运动为导向

做起了周末市集，“我

们在合作之初算过

一笔账：一场冰是一

个半小时，因为周

末的客源大多是

家庭，平日晚上多

是白领，他们在

商场逗留的时间

至少2个小时，

也能给商场带

来更高的人气

和消费。”

本报记者

厉苒苒

■ 西岸乐滑之梦室外冰场

人气爆棚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春新 迈入蛇年，国内外
体坛大戏高潮迭起，申城
体育健儿加快奋斗的步
伐。从今天起，本报
推出“全运全明星”
专栏，带领读者走近
上海的体坛明星、幕
后教练，听听他们的
新春新愿景，看看他们
热火朝天的春节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