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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校冰雪运动更火热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张家口市大力吸引培养人才

打造冬奥和冰雪产业人才高地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张家口“洋女婿”墨轲

向世界讲好冬奥之城的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咱们大概多少人入住，有什么需
求？”11月9日，崇礼区汤印温泉假日酒
店内，该酒店销售部主管张丽娜正耐心
地电话询问住宿客人的需求。

“马上要进入入住率的高峰期了，去
年 11 月客流量就上来了。明年要举办
冬奥会，今年冬天估计来滑雪的人会更
多。”放下电话，张丽娜继续和同事一起
做好预订接待相关工作。

今年33岁的张丽娜，老家崇礼区白
旗乡门头营村，2006年高中毕业后曾外
出打工。2008 年，崇礼有了四星级酒
店，在北京酒店服务行业工作两年的张
丽娜回到崇礼，成功应聘该酒店前台接
待工作。

2014 年，在结婚生子休息两年后，
张丽娜重回职场，发现崇礼的星级酒店
增加了很多，便改投到待遇更好的现“东
家”门下。

2015年申冬奥成功后，崇礼的酒店
住宿行业更是蓬勃发展，洲际、四季、喜
来登、悦榕庄等国际高端酒店品牌纷纷
落户，目前各类酒店及酒店式公寓达
160家。尽管如此，每到雪季，不少游客
还是一房难求。

“尤其是周末晚上，拖着行李来的人
一拨儿接一拨儿，基本上不预订，很难有
现房。”张丽娜说，随着京张高铁、延崇高
速建成通车，他们酒店不仅北京、天津的
客源激增，还接待了不少来自上海、广东
等地的南方客人。

客户多了，需求也在提升，对酒店服
务行业工作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得益于冬奥筹办，近两年，张丽
娜参加省里、张家口市和崇礼区组织的服务、礼仪、外语等方面的
培训就不下十几次，综合素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现在，我用英语
和外国游客进行简单的交流，基本没有问题。”她自信地说。

因为工作出色，张丽娜获得升职，成为酒店销售部主管，收入
随之再上台阶。谈及此，她由衷地说：“这其实都是托冬奥会的福，
让我们赶上了行业发展的好时候。”

而她的爱人也因冬奥的商机在本地做一些小工程，小家的生
活水平越来越好。在老家种菜的父母，随着来收菜的菜商越来越
多，自家种的绿色蔬菜销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腰包也越来越鼓。

节假日倒休时，张丽娜会开车带上老人、孩子，到附近的滑雪
场、度假区玩一玩，其乐融融……

11 月 7 日，世界数字经济
论坛、中小企业国际创新合作
发展论坛在京举办。两个论坛
上，都有一位棕黄头发、蓝眼
睛、高鼻梁的外国人，用英语和
汉语向与会者热情地推介冬奥
之城张家口。

他叫墨轲，是张家口国际
合作交流中心有限公司主任，一
个在中国生活了39年、和冬奥
有着不解之缘的张家口女婿。

墨轲出生于德国柏林市南
郊的波茨坦，自小喜欢阅读历
史书籍，尤其对中国历史感兴
趣，并为此开始学习中文。上世
纪八十年代，墨轲在北京大学
攻读了近代经济史、经济和化
学工程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后
来一直在北京工作，当德国企
业的 CEO，主要领域为汽车、
智能制造、无人驾驶、传感器、
人工智能等。

2015 年北京携手张家口
申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
后，作为张家口女婿的墨轲十
分兴奋，因为在他眼里，这两个
城市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为进一步了解张家口的历
史文化，他翻阅张家口地方志
书籍和文献，学习蔚县剪纸、康
保二人台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此不疲。

“我每周都要跟媳妇儿吃上几
顿莜面，还喜欢吃炸糕。你看，
谁能说我不是张家口人呢？”

墨轲更被冬奥会筹办带
给张家口的巨大变化所感染。

“这些年，张家口的变化真的
很大，特别是崇礼。城市当然
更美了，但我感觉更大的变化
其实是人——这里的人更自
信了，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2016 年 1 月，张家口国际
合作交流中心有限公司成立，

墨轲作为志愿者任主任，主要
负责冬奥会筹办过程中的国际
交流、可持续发展方案等项目，
开始积极向国外宣传推介张家
口，以及中国冬季运动的飞速
发展，希望能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亲眼所见，讲好张家口故
事、中国故事，去改变一些外国
人对中国的片面看法。

他拍摄了很多关于张家口
的短视频，发布到国内外的网
络上，其中不少跟冬奥、冰雪有
关。“我拍过‘雪如意’，拍过崇
礼的各大滑雪场。我看到越来
越多的人在滑雪、滑冰，特别希
望把这些拍下来，发给世界上
更多人看。”墨轲说，很多短视
频由他出镜，增强了代入感，这
些视频在网络上很受欢迎。他
还与张家口电视台合办了“冬
奥 let's go”栏目，声情并茂地
讲述张家口的历史文化，介绍
张家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墨轲还是音乐人，原创了
100 多首中文歌曲，还在张家
口组建了一支名为“塞外汉子”
的乐队，推出了《相约冬奥》《雪
山共融》等多首冬奥主题原创
歌曲；出版了书籍《外国人眼中
的张家口》，邀请 20 多名外国
友人讲述了各自与张家口的动
人故事。

因为工作关系，墨轲经常
出席各种论坛，每次他都会把张
家口和冬奥会的故事讲给与会
嘉宾，积极为张家口扩大国际交
流合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墨轲说，利用冬奥会契机，
张家口这座“很多西方人原本不
知道的城市”正加速拥抱世界，
他愿意为张家口“代言”，让更多
人了解、喜爱这座冬奥之城。

“我们是张家口专门为年轻人提供的
创业平台，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定位为高新
技术类、冰雪产业类等……”10 月 19 日，
2021年河北省冬奥冰雪产业人才交流大
会在张家口市举办，在大会的直播招聘专
区，张家口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园负责
人向网友推介着园区的情况。与他同时
直播“带岗”的还有 12 家企业，不仅吸引
了很多现场求职者的关注，还在网络上赢
得了流量，当日在线参与活动的达47.9万
人次。

河北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
心主任助理田光宾介绍，为大力吸引冬奥
和冰雪产业相关人才，河北省冬奥冰雪产
业人才交流大会从2019年举办以来，一直
是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每次线上招聘时长
达一个月之久。从去年开始，大会特别设
置网络直播招聘环节，由企业负责人进行
直播“带岗”。人才供需对接交流方式多
管齐下，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年年递增，

河北省冬奥冰雪产业人才交流大会初步
就业意向达成率稳定在三成以上。

张家口市人社局二级调研员陈登务
介绍，通过举办河北省冬奥冰雪产业人才
交流大会、2020年京津冀网络人才交流大
会、企业专场招聘会等人才招聘活动，组
织相关企业进行专场招聘，有力保障了张
家口市冰雪产业用人单位的人才供应。
除了此类招聘活动，在省人社厅支持下，
张家口市还通过制定激励政策，创新人才
引进机制，努力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冰雪产
业人才向张家口汇聚，打造冬奥和冰雪产
业人才高地。

“从2019年起，张家口市连续三年编
制发布《冬奥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为用人
单位提供引进人才指引。同时，积极推进
落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
口市人才培养规划》，制定出台了冬奥急
需紧缺人才培养引进目录编制工作实施
方案、市冰雪职业技能人才多元化评价实
施办法等17个实施细则，及时制定、发布

各项配套政策并顺利实施，为冬奥人才队
伍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陈登务表示，为
了汇聚冬奥高端智力资源，市里还出台了

《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引进“雄鹰计划”科研
经费补贴一事一议办法（试行）》，为“雄鹰
计划”落地实施提供支持。

截至目前，张家口市已组织了两批
“雄鹰计划”的申报工作，其中，首批入选
“雄鹰计划”的专家通过政府补贴的支持，
建立了食品致病微生物检测平台，申报国
家专利13项，获得授权3项，编撰团体标
准4项，还建立了仪器生产线，首批10台
仪器即将投放市场。“该仪器既可用于新
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也可用于食品安全
致病微生物核酸检测。目前，已实施和完
成了新型高效清洗、杀菌剂研发及其产业
化，建成了年产3000吨次氯酸消毒剂的全
自动生产线，将为冬奥会赛时的疫情防控
提供核酸检测支持。”陈登务表示。

为了更好地加强冬奥职业技能和专
业技术两支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张家

口市还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力度，下发
了《冰雪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储备计划实施
方案》，建立起了冬奥职业技能人才培训
补贴和人才培养规划、人才管理制度。
2020年，张家口市培养冰雪产业技能人才
2857人。此外，张家口市积极推动冰雪人
才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张家口学
院成为首批11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培训基地之一，该院举办的研修班
已培养60名专业骨干人才，进一步提升了
服务冬奥的人才素养。

“今年，在省人社厅支持下，张家口市
还出台了《工伤保险保障冬奥会筹办推动
冰雪产业发展实施意见（试行）》，对张家
口市范围内从事冰雪产业及相关行业的
季节性从业人员，在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
便利化服务措施上，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规
定。”陈登务说，接下来，张家口市将和相
关企业继续携手引才聚力，通过政策引
导、手段创新等，助力冬奥会筹办和冰雪
产业发展。

近日，2021年河
北省“心向冬奥”校
园冰雪季启动，进一
步点燃了全省大中
小学生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高校是
培养冰雪运动人才
的重要阵地。伴随
着冬奥日益临近，我
省高校该如何丰富
活动形式，拓展参与
渠道，带动更多大学
生参与冰雪运动，助
力我省“三千万人上
冰雪”目标实现呢？

研发特色课程，丰富赛
事活动，多措提升学生冰雪
运动素养

“走吧，去打会儿冰雪球……”在河
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冰雪球运动正受
到越来越多学生的青睐。

“冰雪球是我们研发的一项类似打
雪仗的冰雪运动，冰雪球可以用雪或沙
包、橡胶充气球、硬体海绵球等替代品
制作，这项运动集休闲、娱乐、竞技为
一体，四季都可开展。”河北师范大学
公共体育教学部主任张晖介绍说，为吸
引同学们参与，去年 9 月份，该校集中
利用 2 周时间对全校 23 个学院选出的

“种子”学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再由他
们教给各学院学生。去年底，学校组织
了校园冰雪球联赛，参赛者达到 1000
余人。

今年该校在冰雪运动会上，增加了
冰雪球、短道速滑、速度滑冰等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官网开通了冰雪运动
会专题网站，专题网站设置冰雪运动
会、冬奥百科、冰雪贴士、冰雪宝箱等
栏目。自2019年以来，该校还连续举办
冰雪文化节，全校90%以上的师生直接或
间接参与。

“今年，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一院
一品’冰雪运动推介活动，办好学校第
三届冰雪运动会暨冰雪文化节，使冰雪
运动成为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张晖表示。

为增进学生对冰雪运动的了解，借
助张家口冰雪运动资源、赛事资源、专
家人才资源较多等优势，河北北方学院
自 2019 年 10 月起开展系列冰雪运动文
化大讲堂，聘请国内知名教练举办冰
球、冰壶、滑轮、轮滑知识与鉴赏系列
讲座，目前已举办三期。该校公共体育

部主任乔春霞介绍，今年 11 月中下旬，
中国冰壶精英赛将在该校博奥体育馆举
办，届时，他们将举办一期关于冰壶运
动的大讲堂活动。

冬奥会基本常识，我国征战冬奥会
历程，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项目设
置和观赛点……为推动冰雪运动推广普
及，河北体育学院录制了16个学时的公
开课，内容涉及冰雪运动精神、冰雪文
化历史、冰雪人才培养、冬奥基本知识
等多个方面。这也是省内首个系统讲授
冰雪运动文化的在线开放课程。

“这个课程是我校非冰雪学院学生的

线上必修课，旨在让学习者充分感受冰
雪运动的魅力。”河北体育学院冰雪运动
系主任刘振忠告诉记者，目前该课程浏
览量已达1619万多次，累计选课人数近
万人。

河北体育学院还面向全省大中小学
开展冰雪知识讲座、冰雪技能培训、冰
壶进校园和冰雪冬 （夏） 令营活动。截
至目前，选派优秀师生赴全省各市100多
所学校开展轮滑、滑轮、陆地冰壶、陆
地冰球等项目教学活动，带动冰雪运动
参与者5万余人次。

据了解，我省不少高校开设了轮滑
等冰雪运动课程，并建立相关社团。河
北大学将轮滑、滑轮、陆地冰壶纳入体
育课正常教学，并招募有冰雪运动基础
的学生加入校冰雪运动队，在重要比赛
中取得一定成绩的，可以在年度奖学金
评定和推免研究生时予以照顾，大大调
动了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

增强自身实力，用好社
会资源，突破冰雪场地师资
瓶颈

去年，建筑面积3900平方米的衡水
市滑冰馆落户衡水学院并投入使用。“以
前我们都是开展轮滑或者滑轮等‘旱
地’冰雪运动，随着市滑冰馆的建成，
今年9月我们成立了校短道速滑队，每周
四和周六短道速滑队的学生们可以去滑
冰馆训练。”该校体育系教师彭磊介
绍说。

为加快校园冰雪运动发展，衡水学
院已自建了轮滑训练场、陆地冰壶训练
馆，目前正在建设标准轮滑场、滑轮训
练场等。2019年开始，该校每年举办为
期一个月的轮滑、陆地冰壶等培训，截
至目前培训了近千人次。

河北北方学院于去年5月组建了冰雪
模拟实训室，在这里不仅有与时下最潮

流的电竞运动相结合的3D模拟滑
雪仪，还有陆地冰壶道、

越 野 滑 雪 风 阻 训 练
仪、轮滑和滑

轮等冰雪装备，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喜欢
的冰雪运动项目进行体验。乔春霞介
绍，今年，他们计划再采购4台越野滑雪
风阻训练仪、4台滑雪摇摆模拟仪，其他
冰雪装备也会逐步引进，届时，冰雪模
拟实训室将全天候、全方位满足教学
需要。

相对于自建场馆，利用好社会上的
场馆更是借力发展校园冰雪运动的“捷
径”。燕山大学第二届冰雪运动会的高山
滑雪项目比赛、速度滑冰项目比赛，就
是分别在秦皇岛市紫云山滑雪场和秦皇
岛市奥体中心气膜馆举办的。

“注意投壶的方向和力度”“看准了，
打这里”……10月15日19时许，河北师
范大学陆地冰壶训练基地——河北冰缘冰
壶俱乐部内，该校陆地冰壶队队员正在训
练，队长殷东艳说：“今年的校园冰雪季
启动后，我们开始备战省第三届冰雪运
动会，一般每天 18 时 30 分到 20 时 30 分
都来这里训练。”

2017 年，河北师范大学就和河北冰
缘冰壶俱乐部达成了合作，学校定期组
织学生到俱乐部开展陆地冰壶体验活动
或进行专业训练，由俱乐部提供场地和
师资。

该校还通过和西部长青冰雪小镇及
勒泰真冰场等冰雪场馆合作，开展学生
滑雪、滑冰等体验活动。截至目前，该
校累计已有3000多名学生体验了陆地冰
壶、滑雪、滑冰等冰雪运动项目。

今年初，河北北方学院越野滑雪队
在2021年全国大学生越野滑雪锦标赛暨
第30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越野滑雪
项目选拔赛中，获得了 3 枚金牌、1 枚
银牌、6 枚铜牌。这支越野滑雪队，是
河北北方学院与张家口雪技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合作打造的。自2019年建立校企
合作关系以来，来自该公司的专业教练
每周都要到河北北方学院给学生上20节
越野滑雪训练课。

“越野滑雪专业性很强，没有专业教
练几乎无法开展。”乔春霞介绍说。此
外，学校还通过人才引进，引进了2名专
业的冰雪教师，外聘了1名越野滑雪高级
教练，冰雪运动师资力量逐步增强，并
先后开辟了万龙滑雪场、太舞滑雪小
镇、冰之梦滑冰馆、林语山谷滑雪场等
多个实践基地。

如今，该校越野滑雪队队员有 30 多
名 ，体 验 过 越 野 滑 雪 的 学 生 达 4500
多名。

自2016年以来，借助张家口冰雪场
地资源优势，张家口学院先后在万龙滑
雪场、云顶滑雪场、太舞滑雪小镇等多
家滑雪场建立了冰雪人才培养实践基
地。截至2020年底，累计有近1.3万名学
生参与了滑雪实践教学，813名教职工进
行了滑雪实践，实现了全员滑雪目标。
张家口学院冰雪学院党总支书记董建明
说，目前，该校已经完成了新雪季的滑
雪教学计划安排，冰雪学院 500 多名大
二、大三学生将开始学习滑雪。河北师范大学学生在陆地冰壶比赛中。 河北师范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