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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当逐冰戏雪成为生活新时尚
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冬奥会的目标是让地球上

更多的人，通过接触、参与冬季运动来获得更多的机会，描绘更好的人生。
近日，杨浦区冰雪运动协会已在冠军冰场成立。在杨浦，居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冲上新高，大家纷纷走上冰雪场，体验冰雪乐趣。未来，冰雪运动有望走入更多家庭，成为新
的时尚、新的生活方式，为更多人带来健康和快乐。

北京冬奥会的“带货能力”也是“杠杠的”。“一墩难求”之下，杨浦的社区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帮助大家实现“冰墩墩自由”……冰雪运动的种子在杨浦破土而出，愿为奥林匹克大
家庭凝聚起更多雪花，共同起舞。

■高靓 成佳佳 毛信慧 陈涛 宗禾

家门口解锁冰雪运动技
能——让越来越多人体验冰
上的速度与激情

绑好护膝、穿好冰鞋后，一个接一
个兴奋地冲进冰场，或结伴相牵，或扶
墙滑行……2 月 12 日下午，记者在百
联又一城的冠军冰场看到，近千平方
米的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
卡”，解锁冰雪运动技能，感受冰上运
动带来的快乐。

“以前我接触过旱冰，在真冰
场滑是第一次，感觉有点困难，还
是要多练几次，争取能顺畅地滑起
来”，市民张女士说，“冬奥会让我

对冰雪项目有了更多了解，还想再
体验下其他项目，比如滑雪，感觉
会很刺激。”

优雅旋转、轻盈跳跃，17 岁的李
笑雪在冰上翩翩起舞，在一众初学
者中显得格外出挑。李笑雪告诉记
者，花样滑冰是她的业余爱好，目前
已经学会了不少技术动作，当下最
大的目标是要攻克“一周半跳”。“现
在我只能转够圈数，但没法落冰，还
是有点害怕。我的偶像是羽生结
弦，我想像他一样厉害，希望通过训
练每天都进步一点，成功完成想做
的动作。”

据了解，作为杨浦唯一一家真冰
滑冰场，冠军冰场自对外营业以来，便
开设有花样滑冰、冰球等专业培训课

程，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冰雪运动需
求。近年来，冰场每年客源都在增长，
今年，因为北京冬奥会，冠军冰场的客
流、学员人数更是有了明显增长。“相
比以往，人数可能要高两倍到三倍左
右。往年到大年初七以后平均客流在
五十到一百人，这段时间每天平均能
达到三四百人。由于场地有限，鞋子
和护具数量有限，我们最多能保障冰
面上一百五十人左右，这样也是为了
保障顾客的安全。”冠军冰场店长方和
平说。

花样滑冰教练孟繁涛表示，执教
这么多年来，不仅仅看到了学员人数
的不断增长，也见证了大家心态的变
化。“以前，大家只是停留在体验这一
步，现在学习花样滑冰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小朋友都说学习花滑后感到更自
信了，想要一直学下去。”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离
不开场地的支持。未来，杨浦还将大
力发展冬季项目，将建成更多冰雪场
馆，让越来越多人体验冰雪运动的速
度与激情。

冰壶被“移植”到陆上——
楼上孵化项目，楼下“开花
结果”

手握球把，单膝跪地，反复推
敲、瞄准、投壶……比赛中，两组队
员交替投壶，投掷队员要力求将冰
壶滑向红色圆心，也可将对方冰壶
撞出或将本方冰壶撞向红色圆心。
最后，哪队的冰壶在红色圆心内多，
哪队就获胜。

2月8日，延吉新村街道阳光睦邻
中心的学员们进行了一场旱地冰壶训
练对抗赛，选手们每一次投壶都全神
贯注，团队之间配合默契，对阵双方斗
智斗勇。

“虽然在电视上看过冰壶比赛，但
之前没有亲身感受过。”学员小杨告诉
记者，他一年多前初次接触冰壶就爱
上了这项运动。平时只要有训练，他
雷打不动来参加，在放松身心的同时，
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去年，上海市
残疾人旱地冰壶比赛中，小杨和小伙
伴的完美配合取得了特奥组第二名的
好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训练，争
取拿更多奖牌。”小杨表示。

带领一群没有基础的特殊学员开
展冰壶运动，对亚诚体育教练袁运贤
来说，也是一项“特殊”任务。袁运贤
告诉记者，初次授课，学员们都很拘
谨。通过几次接触，袁运贤研究出一
套适合特殊学员的授课方式，让他们
爱上运动，同时变得开朗起来。“只要
有耐心，你会发现，他们与我们没什么
不同。”

2017年7月成立的延吉新村街道
“阳光睦邻中心”，是由原来“阳光之
家”“阳光基地”“阳光心园”“杨浦区脊
髓损伤者中途之家”合并改建而成。
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方式，“阳光睦邻中
心”积极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承接管
理服务，楼上的服务项目刚孵化完成，
楼下就能及时提供场地开展服务。

“旱地冰壶运动，就是我们为学员
们量身打造的康复项目。传统冰壶只
能在光滑的冰面上进行，而旱地冰壶
比赛则将冰壶‘移植’到了陆上，占地
面积小，又易学，非常适合残疾人。”延
吉新村街道残疾人服务社朱冬颖介
绍，阳光睦邻中心在充分考虑学员实
际情况的前提下，根据学员兴趣开设
课程。除了旱地冰壶，中心还通过亚
诚体育引进了围棋、花样跳绳等项目，
通过市、区残联搭建平台，为学员提供
交流技艺的机会。

在朋友圈“晒幸福”——
他们实现了“冰墩墩自由”

全世界都在关注北京冬奥会。在
观看赛场上精彩赛况的同时，人们还
爱上了赛场外的耀眼明星——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冰墩墩”
更是“一墩难求”。

近日，杨浦居民余小姐高兴坏了，
因为她幸运地收到了朋友从北京寄来
的“冰墩墩”，“可爱到犯规，连家里的
狗狗都吃醋了！”

余小姐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冬奥
会的各种特许纪念品基本售罄，这款
冰墩墩是朋友在冬奥会首日帮她买
的。“听说现在到北京王府井大街购买
纪念品要排队五六个小时，我能拥有
冰墩墩真是太幸运了！”

冰墩墩太抢手，购买有难度。那
么，如何实现“冰墩墩自由”呢？2 月
10日，上海乐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联
合江浦路街道，举办了一场手工制作
泥塑冰墩墩的趣味活动，邀请疫情防
控一线工作人员参与，帮助他们实现

“冰墩墩自由”。
现场，大家在泥塑老师陶寿妹的

带领下，开始学习制作泥塑冰墩墩。

身子瘦了马上加一点橡皮泥，耳朵偏
了马上调整位置，眼睛不对称就立马
修改，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大家手
中的冰墩墩都有模有样了。

实现了“冰墩墩自由”，当然要
拍照发朋友圈“炫耀”一下。一线防
疫工作人员在这难得的休息时刻，
弥补了没有时间关注北京奥运会的
遗憾。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
任张剑敏告诉记者，组织这样的活
动，就是为了让辛苦付出的防疫人
员放松放松，同时为北京冬奥会送
上美好的祝福。

1000天的付出，3个赛
季的执着——上体团队助中
国钢架雪车队获冬奥铜牌，
创造历史

2 月 11 日晚，北京冬奥会男子钢
架雪车决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落下
帷幕，我国运动员闫文港获得铜牌，这
是中国运动员首次在钢架雪车项目中
登上冬奥会领奖台。

1000 天的坚守付出，3 个赛季的
坚定执着。上海体育学院作为中国钢
架雪车队夏训常驻基地，在体育教育
训练学院教授高炳宏的带领下，为钢
架雪车队提供多方面的科技攻关服
务。2019 年至今，高炳宏带领的科技
攻关团队，先后共有20余人参与备战
科技攻关服务，为钢架雪车队建立了
机能状态、训练负荷、专项能力、训练
方法、动作技术和心理状态的监测与
调控，以及体能和康复、营养与恢复的

“6+2”训练保障模式。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硕士研究生

田广、夏鹏宇、姚学武担任体能教练，
根据不同训练阶段的总体目标，协助
主教练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重点运
动员的体能训练方案，有效提高运动
员的爆发力，优化运动员的跑动动作
模式，改善运动员的体能储备水平，
为向快速推橇能力的转化提供坚实
的体能基础。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博士研究生龚
敏和运动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欢担
任科研人员，建立了钢架雪车运动员
体能与技术评测指标体系以及运动训
练和身体机能监控指标体系，在运动
员体能测试与评价、运动负荷与运动
员身体机能监控、推橇动作技术诊断、
疲劳消除、数据分析等方面为教练员、
运动员提供支撑与帮助，从而提高运
动表现。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教师王丹担任
队医、运动科学学院教师孙扬担任康
复团队负责人，采用针灸、手法等传统
中医手段，结合周期性个性化的评估、
干预、治疗，为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提供
医疗与康复保障，保证备战顺利进
行。此外，王丹还负责药品管理以及
参与队伍的反兴奋剂工作。

运动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金晟
康担任营养师，主要负责钢架雪车队
的营养工作。围绕北京冬奥会的备
战目标，针对重点运动员的身体形
态、机能特征和项目需求，根据运动
员的生理生化指标及训练情况，制定
重点运动员的个性化营养方案，为运
动员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参赛提供营
养保障。

心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姝桦担任
心理咨询师，在钢架雪车国家集训队
备战冬奥会的过程中，通过行为观察、
心理量表、个体访谈、生物反馈训练等
方式，形成一套可测评、复查、预警、干
预、追踪反馈的体系，实现为运动员及
时排查和干预潜在的心理危机、保障
其备战过程中的心理稳定性和发挥高
水平比赛成绩提供心理－科技支持。

2021 年 7 月，上海体育学院被授
予“中国冰雪科技联合攻关单位”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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