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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家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在上海崇明召开2023年

男子水球杭州亚运会备战工作推

进会。

国家男子水球队领队王刚作

了备战训练情况汇报，国家男子水

球队主教练波罗比奇、中方教练组

组长陈卫汉、各地方领导、训练单

位负责同志对国家队备战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哪些应对和

解决措施，先后进行了深入交流研

讨。与会领导分析了目前形势，表

示会全力以赴服务备战，并对运动

员备战参赛提供全力支持。

会上宣读了《国家男子水球队

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

若干细则》，要求队伍全体成员凝

魂聚魄，铸魂利剑，为投入艰苦卓

绝的备战训练奠定坚实的思想基

础。会上还传达了总局关于杭州亚

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备战工作的有

关精神和政策支持，并对国家男水

提出要求。

上海、湖南、广东、广西训练管

理单位的负责同志、各地方队主教

练，在分会场组织本地运动员进行

再动员，与运动员面对面进行深入

交流。 （林 剑）

本报讯 2月16日，国家体育

总局副局长周进强在北京会见了

蒙古乌兰巴托市市长、2023年乌兰

巴托青年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米

亚巴扎尔。

周进强欢迎苏米亚巴扎尔到

访，高度赞赏2023年东亚青年运动

会组委会在其领导下所做工作，表

示将一如既往支持乌兰巴托成功

办赛和中蒙体育合作。苏米亚巴扎

尔介绍了2023年东亚青年运动会

筹办情况，对中方给予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期待在乌兰巴托欢迎东

亚各奥委会体育代表团。

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李辉、外

联司司长吴坚，东亚奥协章程与体

育委员会主席魏代顺等会见时在

座。 （林 剑）

本报讯 福建省体育工作会

议2月16日在福州市召开。会议全

面总结了2022年全省体育工作，认

真谋划2023年重点工作，着力推动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

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协调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人民更

加幸福体育强省建设。

会议回顾了2022年和过去5年

的体育工作。全省各项体育工作呈

现出特色鲜明、富有生机、充满活

力的发展态势：体育干部队伍焕发

新面貌，全民健身实现新突破，竞

技体育再上新台阶，青少年体育取

得新进展，体育产业持续新高度，

体育文化展现新形象。

会议要求，全省体育系统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

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推

动体育改革发展进程。着力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备战参赛的质量和效益，实施

竞技体育突破行动；深化体教融

合，持续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体育消费

提振行动；扩大体育文化影响，实

施体育文化培育行动；加强干部队

伍能力建设，实施体育队伍“三争”

行动。努力实现福建体育事业再上

新台阶。

大会还进行了典型经验交流，

并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

（叶 道）

本报讯 2月16日至22日，全

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重庆

市沙坪坝区体育馆举行。

本届赛事是历届全国青少年

艺术体操锦标赛中参赛规模最大

的一届，吸引了全国各省区市的

133支队伍报名参加，参赛运动员

达千余人。根据安排，2月16日起陆

续进行少年组、青少年组别比赛。

据介绍，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

锦标赛是一项面向全国中小学、社

会俱乐部、业余体校的青少年艺术

体操赛事，具有覆盖面广、参与度

高、普及性强的特点。赛事旨在推

广普及艺术体操运动、选拔优秀后

备人才苗子，经过多年打造，已逐

渐成为一年一度最受青少年喜爱

的艺术体操精品赛事。

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主

办，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市沙坪坝

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重庆市沙坪

坝区体育局、重庆市艺术体操协会

承办。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重

庆，为重庆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家

门口”领略艺术体操风采的绝佳舞

台。

（王子纯）

本报记者 林 剑

“体育局要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增加适

合老年人需求的体育健身设施，改善老年人体育锻

炼条件，为老年人办实事！”日前，吉林省省长韩俊在

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对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

体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吉林省体育局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开展专题研究，针对当前老

年体育工作网络不健全、场地设施缺乏等问题，制定

落实措施，强化问题导向，推动老年体育工作健康发

展。

着力构建老年体育工作的完善布局

吉林省体育局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标准规范，积

极创造条件，完善老年人体育健身场地设施。

按照“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场地建设规划，对

2023年经费使用重新定位，安排体彩公益金6392万

元，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老旧小区改造

等，建设一批包含或适合老年人体育健身功能的场

地设施，持续改善老年人健身条件和环境。

2023年安排体彩公益金2100万元，在全省建设

体育公园4个、多功能运动场12个、笼式足球场28个、

配建健身路径100套。明确体育公园、多功能运动场、

健身路径建设时要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增设适合

老年人的健身设施和器材。

贯彻落实“十四五”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

程等规划要求，大力开展乡镇/街道健身设施补短板

工程。2023年利用中央文化服务体系专项资金640万

元，为32个未配备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及器材的乡镇/

街道建设多功能运动场，满足农村、基层老年人健身

需求，进一步补齐基层全民健身设施短板。

推动公共体育场馆为老年人体育健身提供便利

条件，目前，吉林省体育部门所属公共体育场馆按照

《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已经实现对老

年人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深化拓展老年体育工作的展示平台

吉林省体育局注重构建丰富的老年人体育健身

平台增强自主活动能力，积极依托重要节假日开展

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每年安排体彩公益金80万元，

专门用于开展老年体育活动，目前已经形成吉林中

老年模特大赛、九九重阳登高等老年体育活动品牌。

同时，在“健康吉林·爽动盛夏”“健康吉林·乐动冰

雪”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中设置老年人喜闻乐见、适宜

参与的体育健身项目。

据介绍，在积极开展门球、乒乓球、气排球、太极

拳和广场舞操的传统项目基础上，吉林省体育局还

大力开展健步走、陆地冰壶和中老年模特比赛等新

项目。每年都举行健步走全国大联动活动和全省中

老年模特大赛，参赛人数之多、水平层次之高、参赛

面之广都是空前的，深受老年人欢迎和喜爱。

全面提升老年体育工作的规范水平

吉林省体育局坚持靠制度落实推动工作落地，

针对吉林省老年体育工作建设发展现状，起草制定

了《吉林省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老年人体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吉体字〔2023〕1号），从完善场地

建设，鼓励活动开展，健全老年体育组织，推动智慧

化建设，推动吉林省老年体育工作向质量更好、效益

更高、结构更优发展。

实践中，吉林省体育局注重努力探索并遵循老

年人体育工作规律。定期组织奥运冠军、世界冠军、

优秀运动员、健身专家深入基层为老年人健身进行

科学指导。体育局每年安排体彩公益金80万元，专门

用于社体指导培训。吉林省每年社体指导员培训中

老年人所占比例基本在60%左右。经过培训的老年社

体指导员，开展以健身技能指导为主的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对老年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和普及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田 洁

2月初，在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世界杯美

国猛犸山站比赛中，30岁的中国老将蔡雪桐获得女子单板

U型场地技巧亚军，加上之前世界冬季极限运动会的铜

牌，她一周内两次站上领奖台，为备战米兰冬奥会开了好

头。此前，在世界杯瑞士站比赛中，女子选手武绍桐获亚

军，新秀王梓阳、李卓霖也在世界杯分站赛中亮相，单板U

型场地项目显示出良好的人才厚度。

备战米兰冬奥会首个赛季，单板滑雪U型场地国家队

领队李妮娜表示，这支队伍“初具规模，正逐步完善”。去

年夏天，通过体能集训、技术集训以及选拔赛综合评定，最

终8男8女进入国家队，其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14岁，

一些曾在北京周期征战的老将成为新一届国家队主力。

李妮娜介绍，经过一段时间集训，队员分为两组，一组

以老带新，承担出国比赛任务，年轻一组留在国内进行技

术训练。刘佳宇和蔡雪桐等老将按照自己的节奏训练、比

赛。“我们以多种形式保障这支队伍的正常运转，也欢迎

各种开放式培养运动员的手段。”李妮娜说。

以往滑雪运动员一年四季总在南北半球奔波，寻找合

适的雪场，舟车劳顿、费用高昂。体育总局备战北京冬奥会

重点项目工程河北崇礼长城岭U型场地竣工后，解决了自

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U型场地选手的夏训问题。“我们的

队员在任何时间，只要想实地训练都可以去那里。”李妮娜

认为，正是这种创新训练形式，使老队员在北京冬奥会后

能够迅速恢复状态，新人得到更多锻炼。“我们还会在雪上

进行气垫练习，帮助运动员完成难度动作。同时也会在蹦

床上完成辅助技术动作，便于雪季在雪上去完成。我们训

练收获很大，队员在训练中都开发了新难度动作，训练态

度和积极性很高。”

现在外教已进队，更多创新训练将在主教练的安排下

完成，李妮娜表示：“外教将带来全新的执教理念，并结合

运动员特点，帮助他们形成各自风格。希望未来我们能有

更多新鲜元素融入队伍。队员也在不断训练和探索中找到

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在动作编排上融入更多创新的、属于

自己的动作。”

本报讯 第三届“福田杯”雷

声击剑公开赛日前在深圳福田区

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开幕。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今年国内

首次举办的击剑积分赛事，以更多

剑道、更专业的裁判、更好的参赛

体验，吸引了全国1200余名选手及

102家击剑俱乐部为冠军而战。

“美轮美奂的灯光设备、高新

科技的鹰眼技术、专业负责的裁

判、技术高超的对手等，这些都是

吸引全国上千名优秀选手参加‘福

田杯’的原因。”赛事负责人表示，

“今年赛事已是第三届，希望每年

办赛都能取得进步，让来福田参赛

成为运动员们的骄傲，让参加‘福

田杯’成为运动员们击剑生涯的高

光时刻。”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

市之一，深圳一直在体育事业发展

方面走在前列，福田区作为深圳的

中心城区，一直持续促进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未来，福田

将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继续高标

准、高水平、高规格打造福田击剑、

中国击剑的IP赛事，为深圳打造国

际著名体育城市作出贡献。

本次赛事由中国击剑协会指

导，福田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

中心共同举办，福田区文化体育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黄心豪）

本报记者 田 洁

早上8点半，穿戴整齐的张可欣准时出现在训练场上，

进行每天上午的滑雪专项训练。由于近两天在美国转地

训练、参赛，身体有些疲惫，因此这天上午，张可欣的训练

内容主要以基础的滑行训练为主。“目前状态整体向好，

还要进一步稳定状态，积极适应场地、环境、气候和海拔

等。”张可欣说。

虽然只有20岁，但张可欣已是两届冬奥老将，并向着米

兰冬奥会发起冲击。在2月初进行的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女子

U型场地技巧项目美国猛犸山站比赛中，她在谷爱凌因伤缺

阵情况下表现出色，凭借1080转体动作以93.50分技压群芳

夺得冠军。这是她2019年后再次拿到分站赛冠军。对比赛中

如何选择难度动作，张可欣说：“动作设计主要根据自己状

态，把想法构思跟教练组沟通后执行。比如预赛我要做转体

720的难度，决赛我会做1080的难度，但有时由于天气、场地

或其他不可控因素，就选择做一些简单的成套动作。裁判在

打分时更加注重抓板的多样性，我每一跳抓板都是不同的。

今年我在抓板方面相比之前改善了很多。”

这个赛季，张可欣状态越来越好，她认为这与在崇礼

长城岭室内U型场地夏训打好的基础密不可分。“去年夏

天在体能训练同时，我们每天都能进行雪上专项训练。”张

可欣很感谢那段时间的训练，“在长城岭室内滑雪场训练

期间，我一直都在打牢基础并且巩固动作，每天都在练习

不同的抓板，加强稳定性，逐步恢复到北京冬奥会阶段的

难度水平。”

“这个项目特点就需要不断挑战自己，创新尝试新的

动作，把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这就是我一直追求

并且热爱这个项目的原因。”张可欣说，“这个赛季外赛节

奏快、强度大，训练时间相对短，我会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多

创新思维、创新动作，保持跟教练组的实时沟通，不断提高

动作风格的影响力，提高在比赛中的完成度。”

吉林百余公共体育场馆将惠及老年人

单板滑雪U型场地项目在创新中求发展

本报记者 李晓洁

当地时间2月12日，2022—2023国

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在荷兰多德雷

赫特落幕，本赛季六站世界杯全部结

束，中国队共收获4金3银3铜。

这是一支全新的队伍。去年7月，

短道速滑队创新运动员培养模式，以

国家训练营的方式广纳人才。在北京

冬奥周期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

极借鉴国际先进训练理念，进一步提

升整体竞技实力。

去年9月，新一届短道速滑国家集

训队通过选拔成立，张晶任主教练。熟

悉短道速滑的人对张晶不陌生，她曾

执教匈牙利短道速滑队多年，成绩有

目共睹。她参与了三届冬奥会，在2018

年平昌冬奥会帮助匈牙利夺得历史首

枚冬奥会金牌，之后又在北京冬奥会

入手一金两铜。

新人新面孔。17人的国家集训队

名单公布后，除了任子威、林孝埈、李

文龙、张楚桐四人有冬奥会经历，其他

选手多为陌生面孔。新周期的开始也

是队伍新老交替的阶段。通过以老带

新，稳步推进，是这支年轻队伍本赛季

的重要任务。

新任主教练张晶带来了国际理

念。短道速滑是“王牌之师”，历来备

受关注，张晶对此早有准备。谈及执教

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初衷，张晶说：“我

执教25年，有着11年的国际大赛经验，

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和国际执教理念

帮助年轻队员成长，包括超越路线、更

科学的训练和分析方法等，希望为中

国冰雪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如今，短道速滑国际赛场曾经的

“中韩对抗”“韩国一家独大”的格局已

被荷兰、意大利、加拿大、中国、韩国诸

强群芳争艳替代。赛制节奏快、训练理

念进步快，欧美强队抓住短道速滑项

目的特点，纷纷创新训练模式。

组队后的第一个赛季，从世界杯

第一站比赛颗粒无收，到连续两站比

赛摘得7枚奖牌，就像这支全新的短道

速滑队，从一开始跌跌撞撞缺乏国际

大赛经验，到逐渐进入状态找到自信，

年轻运动员正在闯出一片天。

（上接第一版）

在队伍管理人员的调配上大刀阔

斧。北京冬奥周期担任过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领队的李妮娜如今成为单板

滑雪U型场地的领队，为队伍带来新

的管理理念。北京冬奥周期还是雪橇

运动员的胡慧兰在本赛季成为雪橇国

家队青年组助理教练，丰富的赛道滑

行经验、长期积累的与外教沟通的能

力都是胡慧兰的优势。人尽其用，不

拘一格，创新方式激发优秀人才的潜

力，为冰雪队伍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创新———科技助力

米兰冬奥周期，科技创新继续助

力冰雪健儿训练，提升比赛成绩。风洞

训练在北京冬奥周期为我国跳台滑雪

和北欧两项运动员提升成绩提供了帮

助，米兰周期，风洞继续为冰雪项目训

练插上科技的翅膀。车橇项目在米兰

周期继续加快装备国产化进程，科研

人员将通过不断创新和努力，把攻关

重点放在车橇的车刃方面，争取在米

兰冬奥会赛场让中国运动员驾驶着中

国制造的雪车亮相。科技创新正让中

国冰雪在米兰征程上滑得更快，飞得

更高、更远。

创新———对外交流形式

中国男、女冰球国家队目前正在

俄罗斯参加联赛，有针对性的实战训

练可以充分锻炼队伍，提高技战术水

平。队伍也借外训外赛机会，研究创新

冰球国家队管理机制，大胆尝试全新

组队模式，向米兰冬奥会发起冲击。雪

橇国家队在本赛季参加了亚锦赛，赛

后中日韩三方有意向加强合作交流，

希望在未来开展年度训练营和洲际比

赛，一起推动亚洲雪橇项目水平提升。

北欧两项、跳台滑雪队将到日本学习。

我国冰雪项目起步晚，向高水平国家

学习的方式已经不仅局限于“请进来，

走出去”，进入米兰周期将采用更多创

新形式的合作交流，逐步推动冰雪项

目水平提升。

总局领导会见蒙古乌兰巴托市市长、

2023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米亚巴扎尔

福建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举行

雷声击剑公开赛深圳开赛

男水杭州亚运会备战工作推进会举行

更新的团队 更新的理念

中国短道速滑队瞄准米兰冬奥会

张可欣：创新的过程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