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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点冬 看

2月12日
❋10:00 单板滑雪 老将蔡雪桐将领

衔出战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赛。

❋13:30 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赛场

将陆续进行女子个人滑短节目、冰舞自

由舞、双人滑自由滑的比拼，并在后两项

决出两枚金牌。

❋14:00 女子冰球 中国女子冰球

队的亚冬会首秀，将对阵韩国队。

❋19:00 男子冰壶 中国队将对阵

日本队。

2月13日
❋11:00 自由式滑雪 在女子坡面障

碍技巧比赛已经斩获 1枚金牌的刘梦婷

将向自己的第2枚亚冬会金牌发起冲击。

❋13:00 花样滑冰 当日的花滑赛

场将先后决出女子个人滑和男子个人滑

的冠军。

❋14:00 女子冰球 中国女子冰球

队迎战小组赛第 2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

（朱亚男整理）

制图制图：：朱亚男朱亚男

本报记者 刘兵

今天下午，在哈尔滨亚冬会自由式滑雪

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上，3名中国选手刘梦

婷、杨如意和韩林杉包揽前三名。年仅 15岁

的菲律宾选手拉埃特斯·阿米安·拉贝虽然未

能站上领奖台（最终排名第 6），但她非常享受

比赛过程，“这次能和中国队的优秀运动员一

起比赛、做朋友，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

在随后参加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

11 名运动员中，有 3 名来自西亚的选手颇为

引人注目。排名第 7 的阿联酋选手阿卜杜

拉·艾尔拉希德，对于亚布力雪场的优良条件

赞不绝口：“还是这里的雪场滑得过瘾，我希

望有更多的阿联酋孩子能来中国练习滑雪。”

更多亚洲冰雪队伍出现在亚冬会赛场，是

近年来亚洲冰雪运动持续扩展的真实写照。

1986年首届亚冬会举行时，只有 7个代表团报

名参赛；1996 年举办第三届亚冬会时已扩至

17队；到了本届亚冬会，来自亚洲 34个国家和

地区的运动员齐聚哈尔滨共享冰雪盛宴。亚

冬会成为亚洲冰雪运动蓬勃发展的见证者。

本届亚冬会，柬埔寨和沙特首次组队参

赛，泰国则首次派队参加男女冰球项目的争

夺，冰壶的参赛队伍从上届的 6支增至 16支，

2026 年冬奥会的新增项目滑雪登山也吸引

了多支队伍报名……这些变化都表明，亚洲

冬季运动正在快速发展，参与度日趋广泛。

亚冬会参赛版图的扩大，为赛会增添了

别样的色彩，也有利于提升整体水平。在今

天进行的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中，泰国选手维厄当一举获得铜牌，引发现场

泰国记者的“狂欢”。

2029 年亚冬会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这

将是亚冬会首次在西亚举办。亚奥理事会总

干事侯赛因·阿尔·穆萨拉姆表示，每届亚冬

会都有一些队伍的表现取得显著进步，这充

分展示了亚洲冰雪运动的潜力。“我坚信，下

届亚冬会将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在沙特与中

东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的普及。”

（本报哈尔滨 2月 11日电）

本报记者 李元浩

虽然已经过了立春时节，但 2 月份的

哈尔滨依然是滴水成冰。位于红军街与建

民街交口南侧，占地面积约 5000平方米的

南岗体育场，在本届亚冬会开幕以来可谓

人气爆棚——除了冰城的众多滑冰爱好者

到这里享受冰雪运动乐趣，不少外地游客

也纷纷前来“打卡”。建成历史最早可追溯

到 1911年的南岗体育场，不仅是中国最早

的室外滑冰场之一，更是哈尔滨深厚冰雪

文化底蕴的见证。

从 1996 年举办第三届亚冬会，到激战

正酣的 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哈尔滨为何

能够成为国内的首座双亚冬之城？记者在

连日来的走访中一直想探寻答案。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是哈尔滨开展

冰雪运动不可或缺的基础。地处松嫩平原

腹地的哈尔滨位于北纬 44°04′至 46°

40′之间，正处于国际公认的黄金冰雪旅

游带（北纬 40°至 45°之间），是开展冰雪

运动的理想之地。根据多年气象资料分析

显示，哈尔滨每年积雪期长达 120 天。承

办本届亚冬会雪上项目比赛的亚布力赛

区，每年的积雪期更是长达 170天。

悠久的冰雪运动开展历史，是哈尔滨

两度举办亚冬会的底气所在。早在 1905

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中东铁路公司就

在阿城区玉泉镇建立了铁路职工第一个滑

雪场。1907 年，中国首座用于竞技比赛的滑

冰场（红星体育场）在哈尔滨落成；1909 年，

中国首个速滑协会在哈尔滨成立；1938 年，

中国首场冰球锦标赛在哈尔滨拉开帷幕……

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更是成为开展冰

雪运动的热土。1953 年，哈尔滨成功举办全

国首届冰上运动会及全国首届冬季运动会，

拉开了新中国大力开展竞技冰雪运动的帷

幕；1954 年，哈尔滨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

冰上训练班，涵盖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男

子冰球等多个项目……

超过百年的冰雪运动开展历程，使哈尔

滨乃至整个黑龙江成为中国冰雪运动人才的

聚集地。据统计，在迄今为止我国所获得的

22枚冬奥会金牌中，有 13枚与黑龙江运动员

有关。本届亚冬会，仅哈尔滨就输送了 28名

本土运动员参赛。为中国队夺得本届亚冬会

首金的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选手

李方慧，就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姑娘。

哈尔滨的冰雪基因，深深印刻在冰城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哈

尔滨就组织开展“50 万人冰上运动月”活动

和“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经过多年发

展，截至 2022 年，全市各级学校和部分企事

业单位浇筑冰场近 200 个，组建业余冰上运

动队超 600 个，业余冰上运动员超 9000 人。

哈尔滨“冰上运动之城”的美誉名副其实。

记者在位于哈尔滨香坊区的黛秀湖公益

冰场看到，冰场设有儿童区、速滑区、冰球区

等，为市民体验冰雪项目提供了很多便

利。尤其是一群平均年龄达 65 岁的冰球

“老哥”们，更是用热情和矫健成为这块冰

场的一道靓丽风景。“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

冰球，在这个冰场已经玩了 20多年了。滑

冰滑雪是我们哈尔滨人的爱好和兴趣，几

天不动动还真不得劲儿。”业余冰球队队员

丁克永笑着说。

记者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双亚冬

之城纪念收藏馆”看到，这里不仅展示了亚

冬会的发展历程，对 1996年和今年的两次

哈尔滨亚冬会也有详细介绍。其中，包括

《工人日报》在内的各主流媒体对于1996年

亚冬会的报道报样，更是成为珍贵记忆。

“大雪日，挂红灯，松花江上采头冰……

采冰号，一声声，头冰出水好运程……系鸿

运，兆冰城，一年更比一年强。”近年来，哈尔

滨每年采冰节现场都会唱响的这首《采冰

谣》，在延续古老采冰记忆的同时，更将饱

含龙江民俗的哈尔滨冰雪文化一路传承。

“冬天到哈尔滨赏冰玩雪”，在成为国内文

旅版图新热点的同时，正不断谱写出“冰雪

相拥至，冰城向未来”的动人乐章。

（本报哈尔滨2月11日电）

本报哈尔滨2月11日电（记者刘兵）今天下午，在亚冬会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亚布力赛区指挥中心副指挥长王克帅介绍

了亚布力雪上赛区目前的整体运行情况。他表示，亚冬会期

间，亚布力雪上赛区共产生 32枚金牌，占总数一半，对于成功

办赛举足轻重。开赛以来，赛区运行良好，各项保障工作有力。

据王克帅介绍，交通方面，亚布力开通运行线路 28条，提

供赛事保障车辆 211 台，根据抵离信息，及时接送各类用户

群，满足交通接驳需求。“赛时亚布力南站每日到发列车增至

3列，亚布力西站每日到发列车增至 51列，最短间隔 7分钟便

有一趟列车开行，同时开行共 8列赛区间‘点对点’专线列车，

提供高效便捷的交通保障。”

在医疗方面，亚布力已建立雪上赛区定点医院，在竞赛场

地和接待场馆设置医疗点位 45个，配备了具有外语能力的滑

雪医生等医疗保障人员 302人，医疗设备器械 1240套，为运动

员提供每天 14小时的医疗门诊、24小时的紧急医疗服务和直

升机转诊服务，提升综合治疗水平。

此外，在公共保障方面，亚布力赛区为所有场馆提供“两

供一备”的配网电源，坚决实现电力系统“零故障、零闪动”保

障目标；实现绿色清洁能源供暖，保障接待酒店处于 23~25摄

氏度之间的舒适温度。

据悉，亚布力滑雪场始建于 1974 年，曾承办过 1996 年第

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2009年第二十四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

动会、单板世界杯等国际级赛事 25 次，国家级赛事 350 余次，

是中国竞技滑雪运动的摇篮。王克帅表示，这些高水平赛事

的举办，为亚布力高质量承办本届亚冬会雪上项目提供了坚

实基础。

            





















































 

亚冬会亚布力赛区
全力保障赛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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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冰雪运动版图持续

本报记者 刘兵

今天，哈尔滨亚冬会结束了开幕后

第 4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全天收获

6 金，以 27 金 23 银 20 铜的成绩位居奖牌

榜首位。其中，冰上项目成绩为 13金 7银

10铜，雪上项目成绩为 14金 16银 10铜。

本届亚冬会开幕以来，中国队的雪上项

目不断带来喜讯。2月 8日上午，中国队选手

李方慧先声夺人，在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

地技巧项目上夺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

本届亚冬会的首金。其后，中国队在越野滑

雪、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自由式滑雪个人

空中技巧等项目上捷报频传。其中，王强在越

野滑雪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项目上的夺

冠，为中国队实现亚冬会越野滑雪男子项目金牌

“零的突破”。

另外，本届亚冬会新增的滑雪登山项目，中国队

更是包揽了男女短距离全部 6枚奖牌，显示出独一档

的实力。

更难得的是，此次获得雪上项目奖牌的中国队选

手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女子个人空中技巧决赛中，本届

亚冬会中国队年龄最小（16 岁）的运动员陈雪铮获得银

牌。17 岁的小将熊诗芮和 18 岁的张小楠则包揽了单板

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的冠亚军。

中国队雪上项目的整体表现暂时优于冰上项目，

在亚冬会参赛史上并不多见。长期以来，我国冰雪运

动发展呈现“冰强雪弱”的格局。本届亚冬会前，中国

队在该赛事中共收获 94 金，其中多达 66 枚出自冰上项

目。2017 年札幌亚冬会上，中国队在雪上项目上仅获

得 4 金，冰上项目则取得 8 金，雪上项目与日本队、韩国

队存在明显差距。而中国队目前雪上项目 14 金的成

绩，已经打破在 2007 年长春亚冬会上创造的雪上项目

单届夺金纪录（8 金）。

据记者了解，北京冬奥会前，通过跨界选材，各个雪上

项目都实现了国家队组队。雪上项目在场地设施、教练团

队组建、出国集训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成绩得以稳步提

升。经历了北京冬奥会的历练，中国队在雪上项目上补足

了不少“短板”，在多个项目上的竞争力明显增强，以往“冰

强雪弱”的情况在本届亚冬会有了明显改观。

中国队在本届亚冬会雪上项目表现不俗，实力提升

是主要原因，但也要看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队在亚洲雪上项目上称雄，但日本队

为了争夺明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以下简称“米

兰冬奥会”）的奥运积分，有不少主力运动员缺席了本届亚

冬会雪上项目的角逐，客观上减少了竞争压力。

其次，不少缺乏冰雪资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冬季

项目的发展上，大多采取先发展冰上项目、后发展雪上

项目的路径。如本届亚冬会，泰国队、新加坡队在短道

速滑等项目上发

力，部分选手打入了

个人项目的决赛，造成

冰上项目的竞争比雪上更

为激烈。

此外，本届亚冬会中国队雪

上项目奖牌大增与设项也有一定

关系。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就增

加了团体和双人同步等多个小项，中

国空中技巧队堪称“王牌之师”，最终拿

下了多项冠军。

虽然中国队在此次亚冬会的雪上项

目收获颇丰，但应该清醒认识到，我国雪

上项目整体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明显

差距，“冰强雪弱”的格局仍未彻底改变。

哈尔滨亚冬会是米兰冬奥会的“期中

考试”，对于检验队伍成色、发现人才、锻

炼队伍有着重要作用。随着米兰冬奥会

的脚步临近，中国队要想在冬奥会雪上项

目上取得好成绩，还需认真总结此次亚冬

会的得失，制定更精准、合理、高效的备战

方案。 （本报哈尔滨 2月 11日电）

哈尔滨亚冬会专刊哈尔滨亚冬会专刊③③8 2025年 2月 12日 星期三

亚冬会雪上项目已获亚冬会雪上项目已获1414金金，，暂时领先冰上项目暂时领先冰上项目

攻坚攻坚““冰强雪弱冰强雪弱””中国队在行动中国队在行动

2月11日，宁忠岩在赛后庆祝。在当日
进行的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比赛中，宁忠岩
以打破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这
也是宁忠岩继男子 1500米冠军和男子短距
离团体追逐冠军后拿到的第3枚金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蔚可任蔚可任 摄摄

2月11日，韩梅（左）与队友殷琦在
赛后庆祝。在当日进行的速度滑冰女子
1000 米比赛中，韩梅以 1 分 15秒 85获
得金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蔚可任蔚可任 摄摄

22月月 1111日日，，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组合叶卡捷琳娜组合叶卡捷琳娜··盖尼什盖尼什（（左左））//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吉列夫在花样滑冰奇吉列夫在花样滑冰
双人滑短节目比赛中双人滑短节目比赛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蔚可任蔚可任 摄摄

刘梦婷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本报哈尔滨2月11日电（记者刘兵）10 日至 11 日，

“中华体育精神颂·哈尔滨亚冬会站”在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园区举行，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和潘展乐、花样滑冰冬

奥冠军韩聪、举重奥运冠军李雯雯等与市民和游客互动，

分享体育故事，传递中华体育精神。

本届亚冬会开幕以来，精彩激烈的冰雪赛事好戏

连 台 。 在 银 装 素 裹 的 冰 雪 大 世 界 ，“ 中 华 体 育 精 神

颂·哈尔滨亚冬会站”又奉上一场体育文化的盛宴。

10 日的活动中，哈尔滨育英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精彩

的歌舞表演。《一起向未来》和《尔滨的雪》两首体育歌

曲，传递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和真挚的表达感染了现场观

众，赢得热烈掌声。

北京冬奥会双人滑冠军韩聪分享了自己从事体育运

动多年的内心感悟。从少年到青年，从家乡哈尔滨的冰

场到冬奥会的赛场，韩聪始终以一份纯粹的热爱去迎接

挑战、追逐梦想。他也鼓励更多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培

养奋斗精神。

此外，哈尔滨市第八中学和育英小学的同学们也带

来诗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同学们用激昂的语调、饱

满的情感，诠释着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展现出新时代青

少年的壮志豪情。哈尔滨桦树小学的师生也精心准备了

以亚冬会为题材的手绘，送给来宾和观众。

在仪式启动环节，当嘉宾们用红色液体注满“体育力

量 中国精神”八个字的冰雕，大家一起为亚冬会健儿加

油，为中华体育精神喝彩，现场激情澎湃，气氛热烈。

启动仪式后，奥运冠军张雨霏化身“金牌讲解员”，带

领大家参观了“体育力量·中国精神——中国体育文化

展”。展览全景式展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领域取得的累累硕果，让参

观者深深感受到体育的魅力和价值。张雨霏也结合展览

讲述了自己的运动生涯故事和感受，勉励青少年立下报

国志，为梦想拼搏。

11 日，李雯雯和潘展乐来到活动现场，分享各自成

为冠军的心路历程。李雯雯说，成为世界冠军离不开坚

定的信念。潘展乐则表示，要想离目标更近，就要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两人的故事使在场不少观众深受

鼓舞，体育精神的力量由此扩散传承。

夏奥冬奥冠军同框夏奥冬奥冠军同框夏奥冬奥冠军同框
分 享 体 育 故 事分 享 体 育 故 事分 享 体 育 故 事

“中华体育精神颂·哈尔滨亚冬会站”活动圆满落幕

从首届亚冬会仅有7队参赛，到本届赛会34队同场竞技——

冯俊熙（右）/王雪在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双人同步决赛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夏一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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