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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冰雪运动展努力打造冰雪乐园

让冰雪运动走进大众

科技助力乐享冰雪

省首届冰雪运动会请来“大腕”执裁

以专业水准搭建群众竞赛平台

女
子
冰
壶
名
将
柳
荫
成
河
北
冰
雪
人

着
手
组
建
河
北
冰
壶
队

轮滑与滑轮

现场透视

快 评

□记者 赵瑞雪

河北奥体中心体育馆广场西侧，通
过人工造雪“变身”一个 17000平方米的
嬉雪区，有 10 余个嬉雪项目供人们体
验；东侧，五六处真冰、仿真冰场地上，
进行着陆地冰壶、轮滑、冰球等体验、展
示、表演活动……12月28日启帏的河北
省首届冰雪运动会群众冰雪运动展，打
造出一个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乐享的冰
雪乐园。

发扬光大民间冰雪项目
促进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大人孩子，排了一队又一队……12
月28日，正定新区三里屯实验学校的刘
英慧老师牵着几名学生，好不容易等来
了试玩滑雪圈的机会，几个头一次上雪
的孩子却有点儿胆怯。

刘英慧连忙给他们打气：“我来示范
一下！很简单！”只见她坐上滑雪圈，轻
轻一蹬，滑雪圈就像小船一样打着圈儿
滑下了雪道。几名学生见状不再害怕，
很快玩得不亦乐乎，临走前还恋恋不舍
地问：“能再玩会儿吗？”

“知道今天这里有冰雪乐园，学校特
意组织了200名学生来体验。”刘英慧告
诉记者，孩子们都很“稀罕”雪，下雪了就
想堆雪人打雪仗，嬉雪对他们来说更是
一种难忘的游戏体验。许多孩子一到冰
雪乐园就撒起了欢儿。

在冰雪乐园撒欢儿的不光是孩子
们。当一个雪地悠波球从雪道奔下时，
里面不时传来阵阵尖叫声。当悠波球停
稳，里面走出来的竟是一位大妈——52
岁的周素敏。

“哎哟，真刺激！有种找回童年的感
觉。”周素敏平复一下兴奋的心情说，她
就在河北奥体中心餐厅工作，河北省首
届冰雪运动会在河北奥体中心举办，身
边就是冰雪乐园，让她按捺不住要来“掺
和掺和”，“不是说咱省到 2022年要实现
3000万人上冰雪吗？我也要成为三千万
分之一，待会儿再跟那些小伙子一块儿
去玩玩雪地香蕉船。”

在广场东侧，冰陀螺、冰蹴球等民间
传统嬉冰项目也很吸引人。8岁的张泽
洋是石家庄市少儿体校足球队队员，本
来是来参加雪地足球赛的他，却对冰陀
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爸爸的指导下，
他不一会儿就把冰陀螺打得像模像样
了。“小时候我们把这叫‘抽冰猴’，现在
的孩子们却很少玩儿这个。”张泽洋的爸
爸表示，这些民间冰雪项目应该得到传
承，毕竟今天的孩子们也很喜欢。

这两天，作为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
会组委会成员，河北体育学院冰雪运动
系主任刘振忠也到冰雪乐园观摩，很受
现场的欢乐气氛感染。“冰雪运动本来就
来源于生活，但受气候等条件影响让现
在不少人觉得陌生。要夯实冰雪运动

‘塔基’，从根本上说还是应该在营造生
活化的冰雪场景、让人们多体验上下功
夫。”刘振忠说，大众喜闻乐见的这些冰
雪娱乐项目虽然与专业竞技有一定距
离，但却对冰雪运动发展起着重要的启
蒙作用。近年来，以冰雪娱乐项目为主
要内容的冰雪嘉年华、冰雪节庆活动在
我省不断增多，浓厚了冰雪氛围，带动了
冰雪消费，也促进了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今年，仅我们公司在河北就有4个
冰雪嘉年华项目。”负责河北奥体中心冰
雪乐园嬉雪区建设的北京英丽体育文化
有限公司经理李英杰介绍，搭设这样一个
嬉雪区，十来个工人加上五六台设备，20
天内就能完成，但带动群众上冰雪的效果
却很可观。12月28日到29日两天，已经
有六千余人到这里体验，“去年公司在河
北的3个冰雪嘉年华项目总共带动25万
人次上冰雪，今年肯定会有所提高。”

推广展示赛事活动
努力适应群众“口味”

群众冰雪运动展上也有一些推广展
示的比赛，场面不像正在进行的首届冰
雪运动会省级比赛那么紧张激烈，更多
的是欢笑。

“我是站都站不住，两个人扶着我
才到达终点。”“两分多钟，你这成绩不
错！”作为廊坊市展示组代表队队员，52
岁的纪素梅刚刚参加完群众冰雪运动
展上的“冰雪英雄”挑战赛越野滑轮比
赛，就和队友交流起参赛感受。问起参
加冰雪运动的体会，纪素梅用四个字概
括：“有点上瘾。”她说，尽管比赛时有点
紧张，赛后还是有再试一把的冲动。“待
会儿我们还要挑战旱地冰球项目，这个
我也特别期待。”

廊坊市展示组代表队领队周前表
示，他们共有 6 名队员来参加“冰雪英
雄”挑战赛。这种边玩边赛的方式“很有
喜感”，效果不错。

而在陆地冰壶体验区，为增强体验
效果，组织方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小教
练”“小讲解员”，让“小手拉大手”。

“你要体验下陆地冰壶吗？好，像我
这样，先蹬着助推器，把脚贴平，另一条
腿往前一迈……”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
学六年级学生张紫玥主动“推销”，并认
真讲解示范。“之前在学校的陆地冰壶课
上我们学过，这次知道要来这里为大家
示范，我们拼命练习，技术越来越好！”张
紫玥高兴地说。

对于像冰盘这样传入国内时间短、
普及度更低的项目，本次群众冰雪运动

展采用边展示边体验的
方式鼓励群众参与。河
北体育学院冰雪运动系
大一学生刘腾蛟和 7 名
队友每次展示完，都热
情地招呼围观的群众练
练手。刘腾蛟说，通过
现场观摩、亲身体验，可
以很快掌握这项简单的
冰雪运动。

现场进行的花式轮
滑、花样滑冰表演及来
自石家庄和唐山的两支
青 少 年 冰 球 队 的 对 抗
赛 ，则 让 观 众 大 饱 眼
福。在极具动感的音乐
伴奏下，几名穿着
银 色 衣 服 的
小 朋 友 一 一

做出高难度的花式
轮滑动作，让一些观众
啧啧称赞，有的孩子看完缠住爸爸妈
妈：“真好玩儿！我也想学。”在冰球对
抗赛中，孩子们身手矫健，飞快地在冰
面上滑行，不时打出漂亮的传接配合。
河北吉象冰球队 6 岁的小球员彭文谦
忽然带着球扑进球网里，引来围观群众

一阵善意的笑声。
刘振忠说，这次的群众冰雪运动展

就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根据不同
冰雪运动项目的“食材”特点进行精心

“烹制”，努力适应观众的“口味”，“后续
在推动更多群众上冰雪上，应该不断总
结经验，进一步拓展吸引、带动群众参与
冰雪运动的方式，努力实现既能‘吸引
来’，又能‘留得住’。”

□叶娟娟

一辆儿童平衡车的前后
轮加上滑雪器，就可以“变身”
为一辆雪上儿童平衡滑步车，
并由此衍生出一项新兴的运
动——滑步车滑雪，让不会
滑雪的幼童也可以骑车在雪
地上驰骋，纵享乐趣。在河
北省冰雪产业展上，我省一
家企业展出的创新产品引起
了关注。

其实，该展上类似的创新
产品还有一些，比如将 VR 技
术和滑雪模拟器集合在一起
的 VR 滑雪模拟器，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的液态仿真冰，以及
可为高山滑雪运动员营造逼
真训练环境的室内多自由度
模拟滑雪训练系统等。

近年来，伴随着冰雪运动
推广普及力度加大，市场需
求激发科技创新，冰雪场馆、
装备器材等方面的新工艺、

新技术、新材料陆续涌现，不
仅使冰雪运动突破季节、场
地等方面的限制成为可能，
丰富了运动形式、训练手段，
扩大了参与人群，还为经济
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因为起步晚、底子薄，无
论在冰雪运动还是冰雪装备
器材方面，我们都是“追赶者”
的角色。要加快跨越赶超的
步伐，借助科技创新之力不可
或缺。

加强冰雪领域科技创新，
除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
体的作用外，还需要加强外力
的推动，如出台扶持政策，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制定相关领
域地方标准，帮助企业解决资
金、人才等方面的难题，为相
关企业和产品“走出去”搭建
桥梁等。

当冰雪领域插上科技创
新的翅膀，一定“滑”得更快、
更远。

□记者 王伟宏

“滑行的时候一定要稳”“注意旋
转力度”……12 月 28 日，在河北奥体
中心体育馆广场进行的群众冰雪运
动展上，一群小朋友围在陆地冰壶道
四周接受一名教练的指导。她就是
曾效力于中国女子冰壶队的名将柳
荫。而柳荫已不是“外人”，她现在的
身份是河北体育学院冰雪运动系教
师，并受命作为主教练组建河北冰
壶队。

柳荫曾作为中国女子冰壶队的
三垒，与队友王冰玉、岳清爽等一起，
为我国夺得冰壶项目第一个世界冠
军——2009 年冰壶世锦赛冠军；为
我国拿下冰壶项目第一枚冬奥会奖
牌——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铜牌。
2014年柳荫从国家队退役，此后曾执
教过乌鲁木齐青年男子冰壶队，还协
助外教丹尼尔执教过中国女子冰壶
队。今年 9 月，38 岁的她受聘来到石
家庄，成了一名河北冰雪人。

“现在我主要的工作是通过跨界
跨项选材组建河北冰壶队。”柳荫说，
冰壶运动不像其他冬季项目那样需
要“童子功”，就算是半路出家也可能
成为优秀运动员。“像我以前练的是
速度滑冰，20 岁才改练冰壶，所以从
事冰壶运动有没有滑冰基础并不重
要。”

如何在河北推广普及冰壶运动，
夯实基础，这是柳荫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

“冰壶运动是一项适合青少年的运动。”她说，冰壶运动的
魅力不在于速度与激情，而在于技巧与谋
略，还可以培养锻炼运动员的团队协作能
力以及应变能力、意志力等。鉴于此，她
将首先在河北体育学院教授冰壶课程，
而后通过进校园、培养教练员等方式，
逐步扩大推广范围。

“目前河北的冰壶场地还很少，
但大家可以先通过体验陆地冰壶上
手。”柳荫说，一只标准冰壶的重量接
近 20 公斤，青少年推起来比较费劲
儿。而陆地冰壶重量轻，比赛规则、
出手技巧等与冰壶大体相似，场地器
材现在也不难找，所以学校、家长可
以让孩子们多玩玩。

□记者 王伟宏

12 月 29 日，河北奥体中心篮球训
练馆成了“冰”的世界，河北省首届冰雪
运动会陆地冰壶比赛在这里举行。头
发花白的陆地冰壶比赛裁判长李凯坐
在青少年组赛场边，注视着每场比赛的
进程。在该馆另一处场地的高校组和
社会组比赛现场，副裁判长李操同样神
情专注。

李凯和李操同属我国冰壶项目级
别最高、资历最老的那批裁判，两人曾
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陆地冰壶比
赛中分别担任副裁判长和裁判长。

以专业水准搭建赛场、组织赛事运
营，是省首届冰雪运动会的一大特色。

“参赛者们对比赛的大体规则理解
比较到位，但在一些细小的规则上理解
差点。”李凯说，裁判组通过首日比赛发
现，很多教练比赛进行中指挥场上队员

投壶，因此，第二日每场比赛前，裁判都
会向比赛双方宣布：比赛期间教练不能
指挥队员投壶，第一次发现警告，第二
次发现罚出赛场。

除了冰壶，省首届冰雪运动会滑
轮、速度滑冰等项目也出现了多名国
内顶级裁判。在滑轮比赛中，有 5 名裁
判是来自省外的国家级裁判。而不久
前在承德赛区进行的速度滑冰比赛，
更是有两名国际级裁判参与执裁。

专业的裁判团队，带来了专业的执
裁水准。承德赛区速度滑冰比赛，距离
开赛 4 天前，两名国际级裁判就赶到承
德，从赛场划线工作开始介入，确保了
比赛在专业的赛场和执法环境中举
办。石家庄赛区一场社会组陆地冰壶
比赛中，一支参赛队没注意时间导致超
时，裁判当即示意比赛结束，根据竞赛
规则，超时队被直接判负。

省首届冰雪运动会多数项目裁判

组以“省外高水平裁判+本地年轻裁判”
原则组建，这为我省年轻裁判提供了宝
贵的学习机会。陆地冰壶项目几名副
裁判长之一的徐晴是我省首批冰壶裁
判之一，她说：“跟高水平裁判一起执
裁，我从前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包括
对竞赛规则的把握、临场问题处理经验
等方面，也包括他们那种公平公正、一
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省首届冰雪运动会的竞赛组织、运
行、保障等，同样体现出专业水准。

场地保障运营部成员牛凌坤透露，
该部提前细化工作职责，下设12个工作
组，其中赛事场地保障组又分为室内和
室外两个小组。陆地冰壶、轮滑等比赛
场地器材采用了国际、国内专业赛事使
用的品牌，为赛事高质量举办提供了可
靠保障。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省首届冰雪运
动会还引入了一般专业赛事才有的兴

奋剂检测机制。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
会组每个场次的比赛结束后，名次靠前
的运动员都要接受兴奋剂检测。

“除对各参赛队进行反兴奋剂培
训，我们还对比赛接待酒店的膳食管理
人员和运动员食堂炊管人员进行了反
兴奋剂培训，提高他们的反兴奋剂意
识。”一名省首届冰雪运动会组委会工
作人员透露，组委会还大力开展反兴奋
剂拓展教育，从青少年反兴奋剂宣传教
育入手，宣传反兴奋剂知识，提高社会
大众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认知，营造良好
的冰雪运动发展环境。

省首届冰雪运动会竞赛部分虽然
是竞技性与群众性相结合，但无论是从
组别设置还是从参赛人员来看，群众性
都更明显。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坚持用
专业水准办赛？省首届冰雪运动会组
委会竞赛部成员、省体育局青训中心训
练科副科长李超表示，高质量举办省首
届冰雪运动会一举多得。通过为群众
搭建一个专业水准的竞赛平台，可以有
力助推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随着冰
雪场馆和冰雪赛事的增加，我省对专业
冰雪赛事组织运营人才的需求必然加
大，这次高水准办赛无疑有助于锻炼队
伍，并培养储备一批专业人才。

□记者 王伟宏

轮滑与滑轮，同样的两
个字，次序颠倒，就是两个
不同的冰雪运动替代训练
项目。

轮滑，通常使用滚轴类
轮滑鞋在硬质场地进行运
动，是多个冰上项目的替代
训练项目，其中速度轮滑可
作为短道速滑的替代训练项
目，公路轮滑、花样轮滑、轮
滑冰球可分别对应速度滑
冰、花样滑冰、冰球。

事实上，这些对应项目
之间在发展上也有着同宗同
源的关系，对运动员的力量、
协调性、高速运动中的平衡
性等要求都很接近，技术动
作要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在目前冰场数量不足

的情况下，我国提出了“轮转
冰”计划，以此充实滑冰项目
的人才储备。

滑轮则是采用带轮子的
“滑雪板”在陆地上进行的一
种滑行项目，通常被作为越
野滑雪的替代训练项目。据
专家透露，滑轮和越野滑雪
在技术动作上有着超过 9 成
的相似度。因此，滑轮也是
国际雪联认可开展的运动项
目，每年都会举办滑轮世界
杯。在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
会上，滑轮比赛设置了“集体
出发”“间隔出发”等与越野
滑雪极其相似的项目。

轮滑与滑轮其实从外观
上就很好区别，最明显的是，
滑轮运动员有手杖，滑行中
可以用手杖助力，而轮滑运
动员不拿手杖。

◀ 12 月 29
日，运动员在轮
滑项目 1500 米
公路赛比赛中。
记者 赵海江摄

▲群众冰雪
运动展精心打造
的冰雪乐园让人
尽享冰雪运动的
欢乐与激情。
记者 赵海江摄

▲作为河北省首届冰雪运动会期间的“三展一会”之一，河北省冰雪产业展日前在河北

奥体中心举行。图为少年们在配备先进制冷设备的真冰场上进行冰球比赛。

记者 赵海江摄

冰雪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