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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壶又被称作“冰上溜石”或“冰上国际象棋”，16世
纪起源于苏格兰，当时是在冰上进行一种类似地滚球
的游戏，直到1838年苏格兰冰上溜石俱乐部成立后才
制定了正式的比赛规则。

在1924年举办的第一届冬奥会上，冰壶以表演项目
的形式亮相。1998年，冰壶正式成为冬奥会分项。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上，冰壶分项将产生男子冰壶、女子冰壶、
混双冰壶共3枚金牌。

我国上世纪末开始发展冰壶运动，2003年组建国家队。
2008年，中国男子冰壶队首次出战世界冰壶锦标赛，就获得
了第四名。2009年3月，中国女子冰壶队在世界冰壶锦标赛
中夺得冠军。2010年，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
铜牌。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中国男子冰壶队取得了第四名。

冰壶直径不到30厘米，重量近20公斤。冰壶比赛标
准场地长45.72米、宽5米，冬奥会赛场设4条赛道。赛道
一端画有一个直径为1.83米的圆圈作为球员发球区，被
称作本垒；另一端的圆圈则被称为营垒。

比赛由两支队伍对抗，男子冰壶、女子冰壶进行10
局比赛，混双项目进行8局比赛，每局中冰壶最接近圆
心的一方得分，最终得分多者获胜。男子冰壶和女子冰
壶比赛，每队4名队员上场，每人有两次掷壶机会，按一
垒、二垒、三垒、四垒的顺序交替掷壶；混双项目，每队一
男一女2名队员上
场，其中第一只壶
和最后一只壶必须
由同一名队员掷
出，预先放置“定位
壶”增加了比赛的
难度。

（记者王伟宏整理）

□记者 陈 华 王雪威

“速度滑冰比赛最快滑行速
度能达到60公里/小时”“零下十
摄氏度左右冰面滑度最好”⋯⋯
日前，张家口市冬奥科普知识进
校园“流动课堂”走进张家口市
桥东区第一幼儿园，张家口市冰
上运动协会常务副主席刘宇宁
作为专家给孩子们授课，细致的
讲解、有趣的内容，让小朋友们
听得津津有味。

今年 63 岁的刘宇宁是张家
口人，八九岁开始练习滑冰，13
岁那年成为我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队的一员。后来，他担任了省
速度滑冰队的教练，一干就是18
年。1994年，离开省速度滑冰队
后，他依然从事和冰雪相关的体
育工作。2016 年张家口市成立
冰上运动协会，刚退休的他又担
任了协会常务副主席。

“我这辈子跟冰雪结下了不
解之缘。”在位于张家口市全民
健身中心的办公室里，刘宇宁指
着窗外的一块空地告诉记者，以
前那里曾是 1982 年成立的省速
度滑冰队训练的地方。

那时没有室内冰场，为了冬
天在室外浇冰，大家“研制”了一
台浇冰车：一个能装 2 吨水的大
水 罐 ，装 上 像 雪 橇 一 样 的“ 腿
儿”，出水口用一支2米长的水管
扎上眼儿做成“花洒”。浇冰时，
教练和队员们先用水桶提水浇
出两条冰道，然后几个人合力推
着浇冰车一遍遍来回走扩展冰
面。为了能早点儿上冰，他们常
常轮班通宵达旦地浇冰。

那夏训怎么办呢？“办法多
啦。比如把滑冰鞋的冰刀去掉，
改装成轮滑鞋进行练习。自行
车和速度滑冰肌肉力量有着相
同之处，我们就把二八自行车去
掉挡泥板，当成赛车进行训练。”
刘宇宁回忆。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 1987
年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上，我省速度滑冰运动员薛军
获得了单项第六名，考虑到前几名是东北三省等地队伍，
这个成绩已很不错了。

离开省速度滑冰队后，长期在张家口市体育总会工
作的刘宇宁，仍然关注着冰上运动的发展。有人要浇冰
建冰场，他热心进行技术指导；有人想学滑冰，他更是倾
囊传授自己的心得。

担任张家口市冰上运动协会常务副主席后，刘宇宁
积极推动大众冰上运动推广普及。他还积极申办和承办
各类滑冰比赛。冰上运动协会协助张家口市体育局连续
几年举办冰上嘉年华业余速度滑冰比赛，陆续举办了 6
期青少年速度滑冰培训班。“从2016年开始，张家口市已
承办了三届全国大众速度滑冰马拉松比赛。今年我们计
划在赤城承办 2019—2020 全国大众速度滑冰马拉松系
列赛。”刘宇宁说。

张家口市冬奥科普知识进校园“流动课堂”自去年
11 月份启动以来，刘宇宁一次活动都没落下，抓住机会
向孩子们普及冰雪运动知识。虽然很忙，但他乐此不疲：

“现在冰上运动的条件比我们年轻时好多了。能继续为
我省冰上运动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很开心。”

张家口市冰上运动协会常务副主席刘宇宁
年少结缘速滑

年老仍乐此不疲

冬奥会冰壶分项简介

扫码可观看
冬奥会竞赛项目
知识介绍片《冰
壶》（视频来源：北
京冬奥组委）。

□记者 陈 华

2018-2019 雪季，我省参与冰雪运动人次首次突

破 1000 万。今年 4 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对加快我省冰雪运动

发展进行了进一步安排部署。8月30日，我省召开了全

省加快冰雪运动发展推进会议。

如何切实加快我省冰雪运动发展，确保到 2022 年

全省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达到3000万，为“带动3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作出积极贡献？在群众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过程中，如何切实解决去哪儿滑、谁去滑、谁来教等现实

问题？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近年来，随着政策红利显现，我
省冰雪场馆不断增加。”省体育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省已建成滑
雪场 53 个，排全国第 4 位，各个设区市
都有，多者七八个，少的也有一两个；
建成室内滑冰馆 17 个，全国排第 7 位，
目前主要集中在市一级。

冰雪场馆是群众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的 基 础 条 件 。 我 省 提 出 ， 到 2020 年
底，全省室内公共滑冰场馆达到 200 个
以 上 ， 滑 雪 场 馆 达 到 80 个 以 上 。 其
中 ， 着 力 到 2019 年 实 现 各 县 （市 、
区） 滑冰场地全覆盖；2020 年实现各
市 （含定州市、辛集市）、雄安新区标
准冰面 （61m×30m） 室内公共滑冰场
馆全覆盖、各县 （市、区） 室内公共滑
冰场馆全覆盖，设体育院系高校和有条
件的普通高等学校要建成室内公共滑冰
场馆。

建设冰雪场馆的投资数额较大，运
营成本也比较高。如何确保目标任务
实现？

“各地自然条件、人口、财力等不
同，冰雪场馆尤其是滑冰场馆建设应因
地制宜，多渠道、多形式推进，务求实
效。”省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应本
着宜标准则标准、宜真冰则真冰、宜改
建则改建、宜市场则市场的原则，政府
投入建设一批、引导社会资本建设一
批、争取中央部委支持一批、依托现有
体育场馆 （含大中小学） 改造一批、利
用废旧闲置厂房改建一批。同时，统筹

推进周边多业态发展，着力打造功能多
样化的冰雪运动综合体。

现实工作中，一些地方为建设冰雪
场馆各显其能。

秦皇岛市于 2018 年在奥体中心建
设了气膜场馆，其中的气膜冰球馆为国
内首座气膜直接制冷冰球馆，制冰设备
电力消耗仅为传统制冰设备的四分之
一。沧州市、保定市竞秀区也于去年建
起了气膜冰雪场馆。

自 2016 年起，邯郸市推动社会资
本先后投资 8000 余万元，在永年区建
设了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室外滑雪场、
1.2 万平方米的室内滑雪馆及 1200 平
方米的室内滑冰馆。在衡水市乐
盛茂商场三楼，一家名为“乐盛
零度”的室内滑冰馆正在建设
中，这是衡水市利用商业综合
体推动社会资本建设的首家
滑冰场，冰面面积 800 平方
米，预计 9 月份即可开业。

宽城依托瀑河、蟠龙湖
（人 工 湖） 等 水 域 ， 2018-
2019 冰雪季开辟了 2.6 万平方
米、2 万平方米的滑冰场，其
中，在宽城二中对面河域开
设的双利滑冰场，已连续举
办了四届冰上运动会。

为 促 进 冰 雪 场 馆 建 设 ，
有 关 人 士 建 议 ， 发 挥 体 彩 公 益
金 等 专 项 资 金 引 导 作 用 ， 推 动 制 定
公 建 民 营 、 民 办 公 助 、 委 托 管 理 、

PPP 和 政 府 购 买
服务等具体可操
作 的 办 法 。 同
时，在水电、税
收 、 土 地 、 环 保
等 方 面 给 予 鼓 励
性 配 套 政 策 支 持 ，
并落实到位，切实
降低冰雪场馆运营
成本，促进其健
康发展。

11 去哪儿滑 因地制宜，多渠道、多形式推进冰雪场馆建设

22 谁去滑 打通“堵点”，吸引青少年学生等重点人群广泛参与

日前，在河北奥体中心举行的全
国二青会轮滑与速度滑冰全能 （轮滑
与短道速滑项目） 比赛中，来自秦皇
岛市北戴河区的 13 岁小将赵奕博和他
的两个小伙伴在男子乙组轮滑接力赛
中获得了第一名。

受场地、气候的制约，秦皇岛市
北戴河区以发展轮滑运动代替冰雪进
校园。该区教育和体育局竞训科科长
王波告诉记者，北戴河区从 2005 年开
始每年在春秋两季分别举办全区中小
学轮滑比赛，许多中小学有自己的轮
滑队，有条件的学校常年把轮滑纳入
体育教学。依托日渐雄厚的轮滑运动
基础，通过跨界跨项选材，秦皇岛市
已向省速度滑冰队输送了两名队员。

业内人士指出，冰雪运动有三大

主要参与群体：青少年学生、专业运
动队和其他适龄群众。让群众冰雪运
动更蓬勃，就要抓住青少年学生和其
他适龄群众两个主要群体。其中，我
省 1300 多万名适龄学生是生力军。因
而，开展好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尤为
关键。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会成功
以来，我省教育部门、一些地方在推
动冰雪运动进校园方面做了不少工
作，但县 （市、区） 有关部门制定冰
雪运动进校园推进落实方案的仍是少
数，冰雪运动进校园进度不快，学生
直接参与冰雪运动体验的覆盖率不
高。各种原因，或者是没资金、没场
地器材、没师资，或者是担心安全问
题等。

不管千难万难，只要开动脑筋想
办法“打通堵点”就不难。

政府部门引导是有效手段。尚义
县在全县设立冰雪运动学校 7 所，将
鸳鸯湖滑雪场设为青少年冰雪运动基
地，已累计培训青少年 150 人、冰雪
运动教练 30 名。枣强县将轮滑运动
纳入校园课程体系，县城 10 所中小
学全部开展了轮滑体育课，覆盖学生
达 5000 多人。

没有场地器材师资，可以向市场
“借”。石家庄市、唐山市一些中小学
依托社会冰场开展冰上项目体验活
动，实现了学生、学校和企业的多
赢。邢台市利用当地一家企业生产 VR
滑雪模拟器的优势，计划自9月份起开
展 VR 滑 雪 模 拟 器 进 校 园 活 动 ， 到

2022 年以前完成 117 万中小学生冰雪
体验任务。

据介绍，我省将全方位推动落实冰
雪进校园，把冰雪运动课程纳入中小学
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每个学校都定时
开设冰雪运动课，从今年开始逐年分步
实施，到2021年底实现全覆盖。

此外，我省将坚持赛事和活动双
引领，让更多适龄人员参与到冰雪运
动中。近年来，我省连续举办三届

“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雪季系列活
动，内含多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赛
事，冰雪运动的“人气儿”越来越
高 。 为 吸 引 、 带 动 更 多 群 众 参 与 ，
2019-2020 雪季，河北省首届全民冰
雪运动会将“新鲜出炉”，各市、县同
步举办。

33 谁来教 拓宽渠道，培养更多的冰雪运动“播火者”

▲张家口市桥东区的学生在
崇礼区密苑云顶乐园滑雪场学习
滑雪。2018-2019雪季期间，张
家口组织中小学生分批次体验滑
雪、滑冰，近距离感受冰雪运动。

（资料片） 新华社发

◀近日，轮滑教练在遵化市
第六实验小学与学生互动。该小
学把轮滑运动作为特色社团活动
引进校园，成立了轮滑训练队，聘
请专职教练指导学生练习。

新华社发

“ 重 心 向 下 压 ”“ 注 意 手 臂 的 动
作”“不仅自己会滑，还要会教别人
滑”⋯⋯8 月 21 日，在石家庄西部长
青室内滑雪场，来自崇礼密苑云顶滑
雪 学 校 的 教 练 侯 亮 正 在 指 导 学 员
训练。

这是由河北体育学院主办的 2019
年河北省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活动中的一幕。该活动共有来自河
北体育学院的 300 多名师生参加。

冰雪运动专业性强，难度大，要
求高，需要“师傅领进门”。我省自
2016 年起实施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
员培训计划，截至目前已培训 16988
人，排全国第一位。

但也应看到，相对于群众日益强
烈的冰雪运动需求，我省冰雪师资仍
然匮乏。一方面，目前市、县一级开
展的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还
不多，一些基层人员参与省级培训后

也不能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作
用；另一方面，校园

冰 雪 运

动推广普及师资奇缺。
鉴于此，省体育局计划推动冰雪

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向基层和群
众 身 边 延 伸 ， 支 持 引 导 市 、 县 扩 大
二、三级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规模，到 2021 年底全省冰雪项目社
会体育指导员达 2.5 万名，为群众参
与冰雪运动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服务。

一些地方改革创新，积极探索丰
富校园冰雪运动师资途径。张家口市
宣化区在宣化二中设立冰雪教练员专
岗，占用区业余体校编制，使教练员
愿意来、留得住；涞源县邀请退役运
动员、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师和雪场专
业教练，定期对全县 155 名体育教师
进行培训，对兼任冰雪训练课程的体
育教师，在待遇与职称评定等方面适
当倾斜，打造专兼职教练员队伍。

截至目前，我省有 11 所高校、高
职高专和中职学校设置了冰雪运动专
业。据介绍，接下来我省将以河北体
育学院和高校体育院系为基础，开设
相关专业，尽快培养一大批懂冰雪的

教师、辅导员；支持高职高专和中职
学校培养冰雪职业技术人才，把毕业
生培养成能够教授冰雪技术的体育教
师 ； 鼓 励 高 校 冰 雪 专 职 教 师 以 “ 走
教”的形式到中小学担任兼职教师。

加 快 冰 雪 运 动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步 伐 ， 可 以 充 分 发 挥 相 关 运 动
协 会 和 俱 乐 部 的 作 用 。 目 前 ，
我 省 已 建 立 冰 雪 运 动 类 协 会

（含 轮 滑） 77 个 、 俱 乐 部 118
个。承德市冰雪轮滑运动协会在
7 所大中专院校、7 所中小学和 22
个 幼 儿 园 开 展 培 训 工 作 ， 每 年 培
养冰雪轮滑爱好者近万人。今年
7 月，张家口市成立了雪上运
动培训联盟，正在进行整合
行业资源、统一雪上运
动 培 训 教 学 体 系
和 等 级 认 证 标
准等方面的
探索。

破解“三问”让群众冰雪运动更蓬勃

▼近日，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冰
雪小镇室内滑雪场，孩子们在雪地
上进行拔河比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