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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亚冬会男子单

板滑雪大跳台，  岁的

泰国男孩叻帕瓦首次参

赛，一次次跃起，对他而

言只要站上亚冬会这个

赛场，就是另一种胜利。

当香港地区短道选手在

冰面飞驰，当泰国少年踏

上雪板腾空，当菲律宾有

了冰壶队……冰雪运动

的地理边界正悄然消

融。冰雪竞技如今在赤

道骄阳下生根发芽。

科技的浪潮冲破了

气候的藩篱，仿真冰面技

术让热带少年无需远渡

重洋即可触冰逐梦。这

不仅是运动设施的革新，

更是人类智慧对自然局

限的浪漫突围。在泰国

代表团副团长塔拉提 · 詹

塔瓦特看来，“发展冰雪

运动是个机遇，我们要让

泰国的孩子和其他国家

的孩子一样拥有同样的机会。”

缺冰少雪的南方，更多人爱上冰雪，

在中国，其实早已不是稀罕事。从北国雪

原到岭南大地，“北冰南展”战略正以惊人

之势，将冰雪运动的基因注入长江以南的

肌理。

在上海滴水湖畔，全球最大的室内滑

雪场终年“飘雪”，足不出“沪”便可驰骋雪

道；成都融创雪世界里，川剧脸谱与滑雪服

交相辉映——这些冰雪地标，恰似镶嵌在

亚热带版图上的晶莹勋章。“北冰南展”不

仅是物理空间的突破，更是文化基因的重

组。这种南北交融的冰雪版图，在朱定文

身上得到完美诠释：这位能用东北话解说

比赛的香港小伙，既受益于东三省的专业

训练体系，又承载着大湾区冰雪发展的使

命。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王磊所言：“当海南少年在室内雪场腾

空翻转时，中国冰雪运动真正完成了地理

纬度与精神高度的双重跨越。”

冰雪运动版图的南扩，昭示着一个更

包容的体育时代的来临。当热带国家与地

区的选手在亚冬会赛场上与冰雪强国同场

竞技，他们挑战的不仅是运动极限，更是人

类对“不可能”的定义。当赤道国家的冰雪

梦想与中国南方的破冰之旅遥相呼应，世

界冰雪运动版图上，正升起一道跨越寒温

带与热带的全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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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组建首支冰壶队的幕后故事
四位好友一台戏

很少有人会猜到，哈尔滨亚

冬会冰壶赛场的最大一匹黑马，

是菲律宾队。这个两年前才成立

冰壶协会、没有冰雪的国家，组建

一支冰壶队，在本届亚冬会男子

冰壶循环赛中屡战屡胜。

昨天以11比3战胜中国台

北队后，43岁的弗雷觉得自己离

冬奥会，越来越近了。这位两年

前才接触冰壶训练的企业家说：

“在我的前半生，每天都是无止境

的工作，现在，我要享受体育的快

乐，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他一同

编织冬奥梦的，是菲斯特兄弟和

45岁的哈勒。四个好朋友一拍

即合，为菲律宾组建了史上首支

冰壶队，并带动这个热带国家发

展冰雪项目，这是一个“疯狂的冰

壶梦”。

组建队伍不容易
四个人，组一支队，他们生活

在瑞士，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

——母亲菲律宾人、父亲瑞士人。

菲斯特兄弟从小参加冰壶训

练，并入选瑞士国家队，参加过世

锦赛。2018年，瑞士队在输了一

场比赛后，无缘奥运会参赛资

格。之后，兄弟俩萌生退意。

两年前，菲律宾成立冰壶协

会，但菲律宾没有场地和教练，零

资源。可至少，这意味着菲律宾

能组队参加国际赛事了。这个消

息令远在瑞士的菲斯特兄弟和好

友哈勒喜出望外。“我们来给菲律

宾组个冰壶队，如何？”四人成团，

还差一个，哈勒联系上了弗雷。

电话里，42岁的弗雷高兴得要跳

起来。这位企业家从未参与过冰

壶运动，“但我就是喜欢体育，梦

想能站上奥运赛场。”2023年4月，

建筑工人、电工、银行家和企业家

组成了菲律宾首支冰壶队。

卖掉公司筹经费
训练和比赛需要资金，从何

而来？弗雷把自己的公司卖了，

“训练场上，归马克 ·菲斯特管，场

下的事，都包给我。”迄今为止，弗

雷已经花了3万欧元。

练了没多久，他们便去加拿

大参加泛大陆冰壶锦标赛，这是

冰壶世锦赛的资格赛。因为输给

中国队，菲律宾队只能留在B组。

又过了一年，他们取得很大进步，

“我们现在也在A组了。”

“参加哈尔滨亚冬会是我们

的荣幸。”瘦了整整27公斤的弗

雷说。环顾身边的对手，最强的

中日韩三队，都由专业选手组成，

他们想和强队掰掰手腕，积累经

验。

协会主席当替补
除了他们四人，教练是马克

的老婆，替补则是菲律宾冰壶协

会主席德拉门特。

菲律宾冰壶队已经开始逐渐

受到一些关注，有了赞助商的支

持。“希望通过多多参与比赛，让

全世界各地的菲律宾人都知道我

们。”德拉门特表示，“我们已经接

到了很多电话，问我们平时在哪

里训练，如何加入。”

菲律宾冰壶协会正在壮大，

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协会成

员组织训练。眼前的这支菲律宾

男队，将参加米兰冬奥会作为首

个目标，努力前行。“如果阿里巴

巴想要赞助我们，欢迎！”在哈尔

滨这片热土，弗雷不忘自我推销。

特派记者 陶邢莹
（本报哈尔滨今日电）

冰场“劳模”
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虽然都

是滑冰，却是两个项目，有人转项，

少有人兼项。而朱定文成了两个

项目都参加的全能战士。

驰骋“大道”，让朱定文对“冰上

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只不过，受

时间和场地等限制，朱定文只准备

了半年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

比赛上比速度滑冰，想挑战一下自

己。因为中国香港几乎没有速度滑

冰专业运动员，我想让更多香港人

看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朱定文从小学习冰球，自12岁

首次接触短道速滑开始，就深深爱

上了这项充满速度与激情的运

动。15岁那年，他成功入选中国香

港短道速滑队，一步步走向亚洲赛

场、冬奥会舞台。

2022年，朱定文获得北京冬奥

会参赛资格，这一消息让香港市民

无比振奋。每天，相关部门接到很

多咨询电话，问香港哪里可以送孩

子去学滑冰，香港市民希望自己的

孩子将来也能像朱定文那样，有朝

一日站上国际赛场。

冬奥会上，朱定文被选为中国

香港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香港

旗手好帅”还登上了社交媒体热搜

榜。不过，当时朱定文是香港代表

团冰上项目的独苗。而本届亚冬

会，香港队有6人参加短道速滑项

目，并首次在国际赛场参加两项接

力比赛，朱定文也成了香港参加亚

冬会速度滑冰第一人。

北京冬奥会后，朱定文创办了

香港速度滑冰学院，身体力行推动

香港冰雪运动发展。“我刚练短道

速滑时，和我一起滑的不到20人。

现在全香港业余和专业运动员超

过200人。”

哈尔滨之行，朱定文收获满

满，“这是香港队的历史性突破，我

的水平可能就到这了，希望这次亚

冬会带动更多香港的年轻人感受

冰雪运动的魅力”。

回到“故乡”
“别嘚瑟、保持体力，哎呀妈呀，

‘卡’啦……”央视请他来解说比赛，

朱定文真是满嘴的“大渣子味”。

他的东北话归功于教练孙丹

丹。孙丹丹曾是中国短道速滑黄

金一代“四朵金花”之一，每年，她

都会带领队伍去长春交流训练，在

这样的环境下，朱定文练就了一口

纯正的东北话。有意思的是，以前

他以为东北话就是普通话，于是下

决心努力学讲东北话，以至于曾一

度跟人争辩自己说的就是标准普

通话。

本届亚冬会在哈尔滨举行，朱

定文觉得像是回到了自己的第二

故乡，“因为我基本算是半个东北

人。”朱定文很感激内地体育机构

对香港体育的支持，香港运动员才

能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水平，站上奥

运会、亚冬会的舞台，这是“北冰南

展”取得的成果。

哈尔滨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很

亲切。“没有比赛时，我就上街溜达

溜达。在中央大街吃了锅包肉，我

还要去冰雪大世界玩。等回到香

港，我会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哈尔滨

的美，让他们都来玩。”朱定文说。

其实，职业滑冰对于朱定文来

说，只是人生其中的一个维度。冰

面之外，朱定文是个学霸，16岁时

就发表了论文，获奖无数，并精通5

门语言。初中时期的朱定文用两

年时间发明了一套“快速验癌系

统”，将需要60个小时的检测分析

缩短到两分钟就能检测出变异基

因，一举拿下少年科学家奖项。

将钻研精神用到滑冰事业上，

朱定文希望自己培养的孩子，未来

能在赛场上展现风采。

特派记者 陶邢莹
（本报哈尔滨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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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亚冬会期间，
25岁的香港小伙朱定文
成了黑龙江省冰上训练
中心最忙碌的人之一。
他一口气报名参加了5个
短道速滑项目和3个速度
滑冰项目。“说实话，1500
米的（B组）决赛呢，我没
想到会进去，我得从‘这
旮沓’（短道速滑赛场）跑
到‘那旮沓’（速滑馆）。”
因“东北话十级”，朱定文
一炮走红。
香港人为何东北话

如此流利？在没有冰雪
的香港，缘何如此热爱冰
雪运动？朱定文的故事
很有趣。

■ 朱定文（右二）在短道速滑比赛中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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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菲律宾
冰壶队赛后采访

扫码看朱定文
“东北话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