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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8 日，首届河北省冰
雪运动会（“首冰会”）在位于正定新区的
河北奥体中心开幕；

2020 年 12 月 21 日，河北省第二届
冰雪运动会（“二冰会”）在张家口市崇礼
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

2021年12月26日，河北省第三届冰
雪运动会（“三冰会”）在保定市涞源县国
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雪吉祥”开幕；

2023 年 2 月 4 日，河北省第四届冰
雪运动会（“四冰会”）在张家口市崇礼区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

从2019年开始，我省持续举办冰雪
运动会，并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分层
办赛模式，在项目设置、参与人数、竞赛
水平、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逐年提高，如今
已经是第四届。“四冰会”是北京冬奥会

成功举办后河北省举办的首届综合性冰
雪运动会，紧紧围绕“大力弘扬北京冬奥
精神 加快建设冰雪运动强省”主题，坚
持“绿色办赛、安全办赛、节俭办赛”的原
则，延续冬奥会的办会理念、办会经验，
坚持“层层办赛、逐级推进”的模式，不断
扩大参与规模。本届冰雪运动会共设轮
滑、滑轮、冰壶、滑冰、滑雪、冰球、雪地足
球等 7大项，共有全省 11个设区市和定
州、辛集、雄安新区及省内各学校的500
余支队伍参加，全部项目参赛人员超过
5000 人，参赛群体覆盖面更广，激发了
全省北京冬奥会后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情，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冰雪运动上水
平、扩规模、可持续。

河北省第四届冰雪运动会的成功
举办使冬奥效应在我省持续放大，整

个赛事简约、安全、精彩，延续了冬奥
会的办赛理念、办会经验，沿用冬奥会
办赛器材，最大程度降低了办赛成本，
丰厚的冬奥遗产得到全方位利用。竞
赛工作紧紧围绕后奥运冰雪运动发展和
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设计开展，运动
员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提高，竞赛场
地均达到国家级标准，部分场地达到国
际标准，所有竞赛器材按照国家级标准
配备，进一步提升了河北冬季项目赛事
组织的专业化水平。省第四届冰雪运动
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向全国乃
至世界传播河北体育声音、展示冰雪运
动风采。

从“首冰会”到“四冰会”，燕赵大地
绽放冰雪激情，放飞冰雪梦想，建设冰雪
运动强省迈出坚实的步伐。

一年前，北京携手张家口为世界奉献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冬奥盛会，留下了宝贵的冬奥遗产；一年后，“雪如意”再次激情绽放，河北省第

四届冰雪运动会在冰雪之上谱写“冀”往开来的新篇章，迈出后奥运加快建设冰雪运动强省的新步伐。

在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之际，以“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加快建设冰雪运动强省”为主题的河北省第四届冰雪运动会再度点

燃燕赵大地冰雪运动激情。2022年以来，河北省体育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

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冰雪运动发展的部署，紧紧抓住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成功举办契机，以冰雪场地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冰雪赛事活动为牵引，以青少年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为重点，全力推动冬奥竞赛场馆高效、可

持续利用，不断扩大熟练掌握冰雪技能、经常参加冰雪运动人口规模，提升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助推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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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既是冰雪运动大省，也是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大
省，冰雪资源得天独厚。借助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发展契机，
我省充分发挥冰雪资源禀赋优势，坚持国际视野、高点规
划，积极构建现代化冰雪产业体系，将冬奥效应转化为我省
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冰雪产业发展之路。

冰雪旅游目的地初步形成。我省气候四季分明，拥有全
地形地貌，特别是坝上和太行山冬季有丰厚的冰雪资源。张
家口和保定在冰雪运动与旅游融合方面先行探索，并以先
发优势实现快速增长。张家口崇礼、保定涞源被评为首批国
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张家口市万龙滑雪场、张家口市太舞
滑雪小镇、张家口富龙四季小镇获评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崇礼后奥运体育旅游线路被评为国庆假期体育旅游精
品线路。“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借助冰雪资源，发挥地域优
势，以张承地区、保定及廊坊为主体，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为龙头，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冰雪运动爱好者来到河
北，打造国际知名冰雪旅游品牌。

冰雪装备研发制造初具规模。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我
省冰雪装备器材产业蓬勃发展，不断提档升级，引进冰雪场
地装备制造、冰上运动装备制造、雪上运动装备制造、冰雪
装备研发等类型项目近百项。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
产业园和宣化冰雪产业园逐步形成以冰雪装备研发、设计、
制造、检测等为一体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打响冰雪装备

“河北制造”品牌，并具备了冰雪产业大发展、快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良好基础和竞争优势。2022中国（河北）冰雪产业
发展大会召开期间，集中签约2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302亿
元，将进一步推动冰雪产业走向世界。

今后，省体育局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牢牢把握
“建设体育强省”工作目标，把冰雪运动发展作为重中之重
持续推进，巩固提升全省“3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和质量，续写后奥运冰雪新篇章，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
丽河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晓霞）

河北冬季项目从零起步，2015年组建第一支省级运动
队，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一名运动员首次参赛，2022 年北京
冬奥会 8名运动员跻身决赛，取得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
绩，参赛人数、参赛项目、参赛成绩均实现历史性突破，3个
项目创造全国历史最好成绩。伴随着如火如荼的群众性冰
雪运动，河北冰雪竞技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取得了长足进
步，走出具有河北特点的冰雪运动发展之路。

近年来，我省以青少年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为重点，抓好
各类冰雪运动人才培养。截至目前，我省冬季项目拥有 15
支专业运动队，在训运动员 280余人，共开展冰上、雪上项
目 6大项 14分项，2023年有 35人入选国家集训队，在国际
和国内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冰雪赛场上我省运动健儿英
姿飒爽，亮点纷呈：殷正在 2022世界推车世锦赛美国普莱
西德湖站比赛中以14.04秒的成绩勇夺冠军；李纯键在欧洲
杯因斯布鲁克站四人雪车比赛中搭档国家队队友获铜牌，
创造了中国选手在国际雪车联合会系列赛四人雪车项目上
的最好成绩；黄余琳在芬兰进行的国际滑联速度滑冰青年
世界杯第二站女子新成年组团体追逐赛获第一名，这也是
我省速度滑冰项目在国际比赛的首枚金牌。2022—2023雪
季，我省冬季项目健儿在全国锦标赛中已获得 8个青年组
冠军。在2022—2023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德国德
累斯顿站比赛中，我省运动员林孝埈获得两枚金牌，其中男
子500米比赛金牌是我省运动员获得的首枚短道速滑国际
赛事金牌。

河北冰雪竞技体育乘着奥运东风快速发展,传承冬奥
荣光，成就冰雪梦想，踏上新的征程。据介绍，当前我省冰雪
竞技重点瞄准2024年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2026年米兰冬
奥会，实施“新备战周期金牌计划”，确立冲金争奖点，通过
科技助训，着力提升运动训练质量和科研能力，优先发展短
道速滑、U型场地、空中技巧等优势项目，提升跳台滑雪、北
欧两项、钢架雪车等潜力项目，发力推动省冰雪队伍和后备
梯队建设，争取在大赛中实现成绩突破。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作为
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乘“冬”风、聚
合力，扩大参与人群，培养冰雪人才，冰
雪运动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新雪季群
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更高、人数更多。
今年元旦假期，河北省群众性冰雪运动
再掀热潮，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赛事
活动——在石家庄，藁城区第四届冰雪
运动会开幕；在张家口，清水河建设桥滑
冰场举行了张家口市第四届冰雪运动会
滑冰比赛暨2022张家口滑冰联赛（桥东
站）；在承德，避暑山庄举办了2023年京
津冀青少年冰球大奖赛；在唐山，2022
年唐山市冰雪联赛暨唐山市第四届冰雪

运动会、滦南县第四届冰雪运动会群众
体验赛等赛事活动相继举办；在秦皇岛，
第七届“秦皇岛之冬·欢乐冰雪旅游文化
季”启动仪式暨秦皇岛市第四届冰雪运
动会滑雪比赛举办；在邢台，平乡县举办
了 2023 年“奔跑吧少年”滑雪冬令营活
动；在邯郸，复兴区大众滑冰体验季系列
活动吸引了数百名群众参与……河北省
其他设区市及定州市、辛集市、雄安新区
也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赛事活动，
且下沉到区县的趋势愈发明显。

围绕后奥运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省
体育局大力实施冰雪运动“三进”计划（进
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依托省市县冰雪

运动协会在学校、企业、机关组建冰雪俱
乐部并发展会员，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向
冰场、雪场。“五个一点”支持政策（政府扶
持一点、工会补贴一点、社会支持一点、场
馆优惠一点、个人承担一点）的推行，降低
了群众冰雪消费门槛，进一步扩大熟练掌
握冰雪技能、经常参加冰雪运动人口规
模。我省高标准打造了14个冰雪运动体
验中心和培训中心，建设浇冰场、嬉雪场
189个，全省202个公共滑冰馆、29个滑雪
场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同时，培训冰
雪社会体育指导员1120名、冰雪体育教
师6000名。群众性冰雪运动的蓬勃开展
必将带动更多人感受冰雪、乐享冰雪。

北京冬奥会后，做好冬奥遗产的后续
利用是河北省面临的重要课题。冬奥场馆
是冬奥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冬奥会后
开展冰雪运动、激活冰雪资源的重要载
体。为有效破解冬奥竞赛场馆赛后利用难
题，我省对张家口赛区冬奥会竞赛场馆后
续利用进行了统筹规划，河北省加快推动
冬奥竞赛场馆后续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印发《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竞赛场馆后续利用总体方案》，确定了“将
张家口赛区打造成集高端赛事、专业训
练、科研培训、大众参与于一体的世界级

冰雪运动基地，打造成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上独具特色的四季休闲旅游胜地，打造
成冬奥竞赛场馆赛后利用国际典范”的总
体目标，谋划了体育本体服务业、文化旅
游业、会议会展业三大业态。

我省积极对接国际冬季体育组织、国
家体育总局、兄弟省市和省内各类资源，
推动各要素更快、更好地流向张家口。在
冬奥场馆及周边区域举办了国家级、省级
专业赛事31项，先后有16支国家集训队、
21支省级队伍在冬奥场馆驻训。

2023年，我省继续全面推动冬奥场

馆后奥运可持续利用，计划在冬奥场馆
及周边举办各类赛事活动 133 项，其中
国际级赛事 10项，国家级赛事 29项，省
级赛事 94 项。省体育局还与北京、黑龙
江等 11 个省份签订了利用冬奥场馆设
施进行训练比赛的协议，与张家口市政
府正式签订《后奥运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合作框架协议》。除了各类冰雪赛事活
动，登山、徒步、马拉松等户外运动也将
在冬奥场馆及附近开展，冬奥场馆将真
正实现“四季运营”，推动冬奥遗产再利
用，实现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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