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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26 日电
（记者朱文哲、刘艺淳）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于海燕26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是冰雪运动“南展西
扩东进”战略实施、“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丰硕成果的生动体现。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首次
举办的全国冬季项目综合性体育赛
事。“十四冬”首次设置群众比赛项
目，所设的越野滑雪和滑冰都是群众
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冬季项目，覆
盖各年龄段人群，体现群众参与冰雪
运动的厚度以及群众冰雪运动的整
体水平，将激发越来越多人参与冰雪
运动，推动冰雪运动从小众走向全
民、从地区走向全国、从冬季变为
全季。

于海燕表示，“十四冬”举办恰
逢春节和寒假，无论是到现场还是
在电视机前，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十
四冬”再次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
力。“这也将进一步激发更多人，特
别是青少年关注冰雪运动、喜爱冰
雪运动。”

目前，作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核心发展区域，京津冀地区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加快协同发展，
在赛事活动举办、冰雪场所利用、冰
雪爱好者组织等方面深度融合，全民
冰雪氛围浓厚；黑龙江、吉林、辽宁、
内蒙古、新疆等冰雪运动重点发展区
域创办了一系列群众性冰雪赛事活
动和冬季旅游节庆品牌，推动冰雪运
动和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南方地区借助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
优势，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开展群
众冰雪运动，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冰雪运动需求。
现阶段，我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

区在群众冰雪运动发展模式上有较
大区别，北方地区更偏向“发烧友”市
场，冰雪场地设计更为专业；南方地
区则以家庭游体验为主，冰雪场地设

计在兼顾专业的同时，更注重群众
体验。

于海燕表示，正是由于这种差
别，让更多南方地区冰雪爱好者在雪
季“北上”，形成冰雪运动“南客北上”
的大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以及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战略的深入实施，冰雪运动场地设
施已遍布我国南方地区，冰雪运动的热
度和参与度在南方不断提升。”于海
燕说。

国家体育总局：

“十四冬”生动体现“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丰硕成果

2 月 27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闭幕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行。这是当晚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
拍摄的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主火炬。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27 日电
（记者王君宝、魏婧宇）记者27日下
午从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十四冬”赛事
全部完成，赛后相关场馆将向社会
开放。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
军表示，东道主全面落实“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办赛理念和“简
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实现了

“十四冬”“办赛精彩、参赛争彩、
服务出彩、群众喝彩、发展添彩”的
目 标 ，11 天 来 ，35 个 代 表 团 的
3000 余名运动员顽强拼搏、屡创
佳绩。

据悉，“十四冬”是历届全国冬

运会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标准最
高的一届，共有30个代表团获得奖
牌，充分体现了北京冬奥会之后我
国深入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战略的成果。此外，内蒙古以承
办“十四冬”为契机，同步举办了“冬
运惠民”系列赛事活动，在全区掀起
了全民健身热潮。

针对场馆赛后利用，呼伦贝尔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兆民介绍，相关
场馆将以合适的方式向社会开放，引
导广大民众参与冰雪健身。其中，借
助大数据功能，建立集信息公开、健身
预约、赛事简讯、观赛预约等功能为一
体的场馆智能预约平台，满足广大群
众健身需求。

“十四冬”赛事全部结束

相 关 场 馆 将 向 社 会 开 放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即将
收官之际，辽宁省代表团副团长、辽
宁省体育局副局长曹阳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作为下届全冬会的东道主，
辽宁对“十五冬”充满期待，将以赛事
为平台，补上冰雪运动短板，使辽宁
成为冬夏体育均衡发展强省。

一流的场馆设施、贴心的赛事服
务、精彩的冰雪赛事……“十四冬”作
为北京冬奥会后首次举办的全国冬
季项目综合性体育赛事，是内蒙古自
治区举全区之力为全国人民奉献的
一场精彩纷呈的冰雪运动盛会。据
曹阳介绍，辽宁省体育代表团在“十

四冬”获得24金21银23铜，共68枚
奖牌，创造了辽宁省在历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的最佳成绩。

曹阳表示，在全国冰雪运动、冰
雪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十四
冬”受关注度、参与度高，社会引导
力、影响力大，必将进一步推动全国
冰雪运动、冰雪经济的发展。

“‘十四冬’是首次设置群众比赛
项目的全国冬季运动会，参赛队伍第
一次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参赛
……这些‘首次’和‘第一’令人印象深
刻，作为‘十五冬’的承办者，辽宁需要
充分学习、吸取、借鉴。”曹阳说。

同内蒙古一样，辽宁也是首次承
办全国冬季运动会。曹阳表示，辽宁
需要全方位地向内蒙古“取经”，在开
闭幕式筹备、场馆建设、赛区布局、赛
事组织，以及大力推动冰雪运动普及
发展、努力提升冰雪运动竞技水平、
壮大冰雪经济及发展冰雪文化等方
面，学习、汲取“十四冬”的成功经验，
充分结合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举全省之力筹办好“十五冬”。

曹阳介绍，为筹办“十五冬”，辽宁
省将建设辽宁（沈阳）冰上运动中心，
将填补辽宁省专业运动场馆空白，补
上冰雪运动发展的一大短板。特别是

建设辽宁（抚顺）雪上运动中心，将为抚
顺龙岗山滑雪场、聚隆滑雪场等一批重、
特大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助力沈阳、抚顺
等承办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城市转
型。同时，辽宁将全力以赴做大冰雪产
业，将以冰雪赛事活动为平台，努力开
创体育赋能、文化为媒、旅游带动的文
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曹阳表示，
辽宁将着力打好“体育+文旅+消费”组
合拳，发挥体育赛事“助推器”作用，让
体育赛事带来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
费的“留量”，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
破贡献体育力量。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7日电）

“ 取 经 ”内 蒙 古 ，办 好“ 十 五 冬 ”
——专访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曹阳

新华社记者 恩浩 王靖 刘艺淳

新华社上海2月27日电 在春
节“黄金周”里，电影《热辣滚烫》是
热门话题之一。这部热映电影正在
带动不少拳馆、健身房在春节后迎
来“开门红”，展示出体育话题电影
的“热力”。

近日的上海，屋外冰雨绵绵，运
动馆内却是热火朝天。晚上八点
半，六七个学员正大汗淋漓地击打
拳击桩。

“最近拳击馆的人变多了。”今
年34岁的刘女士是一名律师，在过
去的两年里，她平均每周去两次拳
馆，电影《热辣滚烫》的热映让她的
拳击热情更高了，“打拳特别累的时
候，我想想电影里的热血画面激励
自己坚持下去”。

“坚持拳击运动不仅让我明显
感觉精力旺盛了，体检反馈更健康
了，还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不管
今天过得怎么样，打过一场拳就把
烦恼归零。”刘女士说，相比一般的
运动，拳击的对抗性和互动性让自
己更容易坚持下去，真正养成了健
身的好习惯。

刘女士的观察有着实实在在的
数据支撑。美团数据显示，电影上
映以来，与“拳击”相关的关键词搜
索量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88.4%，大
众点评搜索量增幅为257.2%，评论
量同比增速达 337.53%。“成人拳
击”“拳击体验课”“拳击月卡”“女生
拳击”等关键词搜索量，均较去年同
期增长超10倍。

在电影热度的带动下，全国各
地的拳击课团购销量出现了显著增
长。美团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开
播以来，天津、北京、上海的拳击课
团购销量，较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292.59%、164.34%和 149.86%。除
此之外，与健身相关的各类订单，包
括“武术格斗”“健身中心”“运动培
训”“体育场馆”等，均增长迅速，订
单量分别上涨232.82%、439.59%和
255.56%。

不少拳击和健身场所正在积极
抓住电影热映带来的机遇，一些拳
馆与电影院合作推出营销活动，吸
引更多潜在顾客。温州拳猿拳击
工作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凭
电影票根在朋友圈和大众点评打

卡，即可换取一节免费拳击课。上海
武德搏击运动馆的负责人表示，正在
筹备与电影院合作进行联合推广，顾
客有望凭电影票获得拳击课程折扣或
免费体验机会，“冬季本身是拳馆淡
季，预计学员数量将在三月迎来‘小阳
春’”。

专家建议，拳击作为高对抗性的
运动项目，消费者需要根据自身情况
进行评估，而非一味追赶潮流。“电影
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从新闻传播的角
度来看，有议程设置的功能。短期来
看，一部电影对特定的人和话题起到
突显作用。长期来看，电影在一定程
度上塑造价值观、引导生活方式包括
健身方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陶
建杰说。

电 影 热 带 动 拳 击 健 身 行 业“ 热 辣 滚 烫 ”

热闹喧嚣的赛场总会归于平静，寒冷寂寥的冬
天总会等来春暖花开，燃烧了11天的冬运圣火也终
将熄灭，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于27日晚落下
帷幕。

“十四冬”与内蒙古的牵手是冰雪的选择，是难
得的机遇，内蒙古以一往无前的精神交出一份精彩
答卷，不仅掀起了自治区冰雪热潮，更为各地与冰雪
的“双向奔赴”留下生动注脚。

全冬会需要走出去

回顾全冬会的历史，从1959年首届全冬会起，
举办地就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黑龙江、吉林、北
京、新疆。

神州大地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明显，冰雪运动在
北方地区已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但在南方一些地
区却基本不开展。因此，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
河北、新疆等地的运动员成了全冬会上的常客，极
富感染力的东北话也逐渐发展成全冬会的“官方语
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冰雪运动也取得了长
足进步。中国1980年派出代表团征战普莱西德湖
冬奥会，短道速滑名将杨扬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
上为中国实现了冬奥金牌“零的突破”，2015年北京
成功申办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庄严承诺，意味着全冬会需要摆脱地域和气候的束
缚，冰雪运动也需要走入大江南北的寻常百姓家。

2016年新疆承办“十三冬”，让人们领略到新疆
的冰雪魅力。同一年，内蒙古接过全冬会的会旗。
冰雪赛事要走向更广阔的全国舞台，内蒙古成为重
要的一级阶梯。在祖国北疆，冰雪运动的发展齿轮
从那一刻开始加快转动。

内蒙古的热切期待

内蒙古的冬季，拥有优质丰富的冰雪资源。冬
季的内蒙古，几乎集合了中国各地的冰雪美景，辽
阔无垠的雪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温暖滋润的温泉，
交错的河流、湖泊、沙漠、森林，形成了震撼人心的
冰雪画卷。

在壮美辽阔的风景中，民俗节庆活动遍布各盟
市，冰雪那达慕、冰雪“伊萨仁”、冬捕节、圣火文化节、银冬驼文化节等，游客沉
浸于冰雪文化的欢乐氛围中，醇正鲜美的内蒙古味道令人难忘。

漫长的冬季，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冰雪运动并不陌生，在20世纪内蒙古
还算得上是冰雪运动强区，涌现出很多优秀选手。但随着20世纪末各专业队
的解散，内蒙古冰雪运动发展一度陷入停滞。

2011年，内蒙古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成立，陆续组建了短道速滑队、速度滑
冰队、冬季两项队等专业队，并涌现出短道速滑选手李靳宇、钢架雪车选手耿
文强、速度滑冰选手韩梅等佼佼者。内蒙古冰雪运动的发展，进入生机勃勃的
阶段。

如今，内蒙古群众对冰雪运动、冰雪赛事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原本习惯
“猫冬”的内蒙古开始打造各种冰雪旅游场景，很多人发现冰雪运动离自己并
不遥远。

内蒙古在冰天雪地中的别样魅力渴望被更多人看到，萌芽起步的冰雪运
动渴望更多人参与，群众对冰雪的热情渴望被更多活动满足……千呼万唤汇
成一句期盼，渴望通过“十四冬”唤醒沉睡的冰雪资源。

打开更多“双向奔赴”

“十四冬”开幕以来的11天，运动健儿奋勇争先，现场观众激情澎湃，赛事
保障周到热情，内蒙古向全国人民奉献了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

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冰球项目同时开
赛且互不影响。在这个组团式场馆群中，运动员和观众的体验被放在首位，工
作人员场馆仿真系统不断预演并优化着真实世界中的场景，确保各项比赛顺
利进行。

清晨6点半，冰壶馆里的志愿者手持专业工具，开始清理碎冰；零下25摄
氏度，交通保障志愿者引导观众有序入场，在户外一站就是很久。“十四冬”公
开招募的2000多名志愿者，被亲切地称为“小雪团”，为各方来宾提供热情的
服务。

开幕式上，演员和观众嗨跳《站在草原望北京》；花滑赛场上，观众热情的
加油令香港选手苏怡直说“内蒙古是我的‘福地’”；自由式滑雪比赛中，百余名
观众顶着寒风为选手送上“热辣滚烫”的加油呐喊……热情的观众成为“十四
冬”上的另一道风景线，与运动员们共同书写精彩的冬运故事。

赛场外同样热闹。巡游古城沉浸式体验、“天天冰雪那达慕”等活动将传
统与现代紧紧连接，吸引运动员和宾客在比赛之余感受多彩的北疆文化。

“十四冬”来到内蒙古，内蒙古用最大的热情与之相拥，成就了“双向奔
赴”。内蒙古建成了冰上项目比赛场馆，培养锻炼了一批赛事裁判和场地器材
维护保养专业技术人才，为今后承办高水平冰雪赛事奠定扎实基础。全区举
办“冬运惠民”系列赛事活动240余场次，直接参与25万人次，辐射带动健身爱
好者近300万人次，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展示良好形象，擦亮
地域品牌，今年春节假期期间，全区接待国内游客3140.5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221.22亿元……

从内蒙古接过“十四冬”会旗那一刻，就注定了一段新的冰雪奇缘。人们
有理由相信，“十四冬”的成功举办，将会打开更多的“双向奔赴”。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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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多哈 2月 26日电（记者
周欣、汪强）26日，世界泳联世界大
师锦标赛（以下简称大师世锦赛）游
泳比赛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前奥运冠
军乐靖宜担任队长的泳神俱乐部建
信保险资管游泳队派出18位选手，希
望推广“冠军永不退役”的精神，传递
健康、友谊、交流、竞争的榜样力量。

大师世锦赛于2月23日至3月3
日在多哈举行，共进行跳水、公开水
域、花样游泳、水球和游泳五个大项
的比赛，其中游泳比赛26日开战。

在泳神俱乐部的参赛选手中，有
82岁的医生刘定益、2019年光州大
师世锦赛冠军孙晗、奥运冠军李冰洁
的父亲李健等人，他们共参加21个
项目的角逐。

乐靖宜表示：“2019年我们第一
次参加大师世锦赛时，实现了金牌零
的突破，如今我们更希望吸纳各方面
有代表性的人士参赛，为大众游泳运
动塑造榜样。”

为中国实现大师世锦赛金牌突
破的孙晗第三次参加大师世锦赛，他

说：“我坚持游泳、坚持比赛的原因是和
队友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会一直坚持
下去，带动更多人一起游泳。”

82岁的泌尿科专家刘定益说：“从
医生的角度来看，游泳运动是最适合老
年人，特别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体
育运动，锻炼效果好、伤病风险小。我
希望自己游到100岁。”

曾经是游泳运动员的李健在李冰
洁小时候带她“入门”，如今女儿已经成
长为奥运冠军，在刚刚结束的多哈游泳
世锦赛收获2金2银。李健说：“如今
冰洁长大了，我希望重回泳池，追随女
儿的脚步参加每一次大师世锦赛。希
望以后在国内多举办、多参加这样的大
师赛。”

2018年，泳神俱乐部成立，由众多
退役游泳冠军和业余游泳爱好者组成，
包括奥运冠军乐靖宜、罗雪娟和焦刘
洋，世界冠军庞佳颖、赵菁、曾启亮等
人。泳神俱乐部以“健康、友谊、快乐”
为宗旨，充分发挥优秀运动员的专业优
势和影响力、号召力，引导更多群众进
行游泳锻炼，参与全民健身。

“ 中 国 泳 神 ”出 战
多哈游泳大师世锦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