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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东烨 弓学文

气阻划船、单腿蹲、跳大绳、接抛球……11月14日，

在体育总局训练局体能馆，多个项目的国家队正热火朝

天地开展冬训。“苦练体能 战无不胜”“体能是赛场的入

场券”……场馆内的标语激励着队员们在冬训中努力夯

实体能基础，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的作风，全力以

赴备战巴黎奥运会。

“引体连续做2至3个可以休息一下，感觉良好的话，

可以多做几个再休息一下。”国家游泳队在体能教练的带

领下，正在强化体能、恶补短板。队员们人手一张表格，上

面清晰记录着各个项目的训练成果，使队员们可以更加

直观地了解到自己每堂体能训练课后身体的变化。

覃海洋在今年的游泳世锦赛包揽男子蛙泳项目3

金，大运会斩获5枚金牌，三站世界杯获9金成为世界杯

年度总冠军。不仅如此，他还在世锦赛男子200米蛙泳

中以2分05秒48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一系列荣誉的背

后离不开刻苦的付出。在体能训练中，覃海洋总是最

后一个离开的队员，而且几乎每堂体能训练课都是如

此，“总是感觉自己可以再刻苦一些，再多练一会儿。

我现在基本都不用看表格了，身体的变化了然于心，

只是记录一下数据。自己在上一堂体能训练课当中感

觉薄弱的地方，下一堂课我就会多练练。”覃海洋最近

两周的体能训练以下肢为主，接连经历大赛之后，他目

前处于恢复状态，希望能够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整，把身

体机能恢复到之前的正常水平。

在“三从一大”的科学训练原则中，体能是非常关键

的一环。“相对来说，游泳耐力项目的竞争面较广，所以体

能跟专项训练同样重要，缺一不可。”覃海洋认为专项训

练和体能要同步进行，未来的路才会走得更宽、更远。

目前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8个多月时间，作为巴黎奥

运周期的最后一个冬训，对于夯实体能根基、全面提升竞

技水平至关重要。“我们已经有一个具体计划，重点是围

绕奥运备战循序渐进，我也会全力以赴完成好训练任务，

通过冬训实现提升。”覃海洋表示，希望在巴黎奥运会上

能够再创佳绩。

本报记者

李晓洁

“举办系

列赛事是有效

利用冬奥遗产

的具体表现，

也是北京冬奥

会后冰雪热情

不断升温的体

现。”在11月14

日 举 行 的

2023—2024赛

季系列国际冰

雪赛事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

体育总局冬运

中心副主任李

扬如是说。

11月至12

月，速度滑冰

世界杯、短道

速滑世界杯、

花样滑冰大奖

赛总决赛等5

项国际顶级冰

雪赛事扎堆在

北京冬奥场馆

举行，不仅将让冰雪项目爱好

者大饱眼福，也为备战米兰冬

奥会的中国队打下坚实基础。

李扬表示，在北京冬奥场

馆比赛，对中国运动员的备战

工作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场地

本身就有很高的关注度，运动

员比赛会有压力，但更有动力。

2024—2025赛季的比赛将是米

兰冬奥会资格赛，本赛季的参

赛成绩将决定下赛季中国队的

参赛名额和人员数量，通过办

赛为参赛助力，为备战积蓄力

量，今年系列冰雪赛事的举办

是中国队备战米兰冬奥会的重

要基础。

本报张家港11月14日电 记者顾宁

报道：为期两天的全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推进会今天在江苏省张家港市

结束。

会议提出，要坚持制度先行，筑牢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四梁八柱。落实《全民

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全民健身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原本本、扎实推进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意见》的贯彻落实；做好相关政策制

度贯彻落实。

会议提出，坚持多措并举，夯实构建更

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工

作。要补齐城乡全民健身设施短板，推动健

身设施均衡发展。要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供给，激发群众健身意识。要提升科学健

身指导服务力度，指导群众“会健身”“健好

身”。要健全完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打通公

共体育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

会议提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是

新时代每一位群体

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以“人民至上”的工作理念，狠抓落实、久

久为功，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提档升级，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不断开创群众体育工作新局面，实实在在

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与会代表实地参观考察了张家港市

健身设施建设情况，并在分组讨论中围绕

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创新举措、做好2024年重点工作等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本报记者 李晓洁

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国际雪车联合会

雪车和钢架雪车世界杯、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

冰大奖赛总决赛、国际滑联短道速滑

世界杯，5项国际顶级冰雪比赛从

本周末开始将接连在北京上

演，继北京冬奥会后京城

再掀寒冬冰雪热。

11月 17日 至

19日率先开赛的

是 2023—2024

赛季国际滑

联速度滑

冰世界杯（北京站）。作为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场馆，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再次迎来世界顶级速滑选手。在14日举

行的2023—2024赛季系列国际冰雪赛事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陈杰介绍，速度滑冰世界杯共有241

名运动员报名，其中男运动员143人，女运动员98人，涉及

25个国家和地区。

“冰丝带”的制冰工作由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原

班团队负责，制冰标准也与冬奥会时完全相同。值得一提

的是，“冰丝带”在北京冬奥会后一直保持着冬奥会赛时

冰面，本次世界杯也是冬奥会后首次重新制作赛道冰面，

比赛场地整备以及赛场景观更新布置工作全部完成，“最

快的冰”已准备就绪等待精彩对决。

雪车和钢架雪车世界杯将于11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

延庆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同步开赛。作为本

赛季首站世界杯，将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名运动

员、教练员、联合会官员参与其中，包含中国队38人。

滑雪大跳台项目是北京冬奥会时唯一在市区举办的

雪上比赛，11月30日至12月2日，2023—2024赛季国际雪

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继2019年后再次回到

首钢滑雪大跳台，届时将有24个国家和地区的166名运动

员参赛。据悉，苏翊鸣、杨文龙将参加男子单板大跳台的

比赛，目标是冲击奖牌。

中国杯花样滑冰大奖赛刚刚在重庆落幕，位于北京的

国家体育馆已做好准备迎接各位冰上舞者。12月7日至10

日，2023—2024赛季国际滑联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

将在这里举行。目前，青年组的32名参赛选手已确定，成年

组参赛选手名单将于11月26日第六站分站赛结束后确定。

另一场冰上盛宴———短道速滑世界杯将于12月8日

至10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在结束了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举行的第一、二站世界杯比赛后，中国队正在北京备战第

三站世界杯。届时，预计将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约

150名运动员参赛。

本报记者 李晓洁

35秒02，是高亭宇在11月11日举行的中国杯

速度滑冰精英联赛第二站男子500米比赛中的夺

冠成绩；34秒32，是高亭宇以打破奥运纪录夺

得北京冬奥会冠军的成绩。经过21个月的

休整，高亭宇重返赛场，他坦言：“现在

不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

重返高强度的训练生

活，高亭宇克服了身体和心

理的双重考验。腰伤是

他状态恢复的最大

阻碍，“教练组非

常信任和认

可我，在团队

的帮助下我

希望能再创

奇迹，中国速度滑冰队也要有一个新的开始。”高

亭宇表示，虽然腰伤反复，但是在医疗组的配合

下，他尽量平衡训练和休息，不能因为高强度训

练再次受伤，反而得不偿失。

经过北京冬奥会，高亭宇的心态发生了变

化。“以前比赛非常紧张，压力很大；现在我享

受比赛，享受在冰面上滑行的感觉，与教练沟

通和观众互动都很轻松愉快。”“冰丝带”是中

国速度滑冰的福地，更是高亭宇的福地。即将

重返“冰丝带”，高亭宇表示要把精神面貌展现

出来。

5月回到训练场，11月回到赛场，高亭宇表示

本站世界杯是对他6个月训练成果的检验。作为

在“冰丝带”滑出的冬奥会冠军，高亭宇打趣自

己：“现在不是状态最好的时候，可能有点儿配不

上‘最快的冰’，但我还是会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拼

搏，给大家呈现好的状态。”

5项顶级冰雪赛事轮番上演 决战紫禁之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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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冰丝带”高亭宇享受比赛调整状态

苦练体能 覃海洋总是最后一个离开

制度先行 多措并举 打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

冬训进行时———党员榜样

高亭宇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资料照片）

覃海洋进行体能训练。 本报记者 魏征摄

编者按：面对复杂严峻的巴黎奥运会备战

形势，各项目国家队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冬训。

党员榜样以对党忠诚、为国争光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和引领广大

青年运动员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责任担

当，全力以赴投身训练备战。

本报记者 冯蕾 卢苇 刘昕彤

在学青会蹼泳赛场中，南宁队姚华莉

超蹼泳女子100米器泳和50米潜泳两项世

界青年纪录，成为本届比赛最耀眼的新星

之一。“多年来努力拼搏没有被辜负，在学

青会赛场上有所收获。”姚华莉表示。

姚华莉今年17岁，生于广西玉林容

县，10岁进入广西体育运动学校练习游

泳。在她14岁那年，教练唐伟明到体校挑

选备战学青会蹼泳项目的运动员，一眼选

中身材壮实、下肢力量强的姚华莉，认为

她是练蹼泳的好苗子，从此姚华莉开始了

蹼泳生涯。

姚华莉说：“蹼泳不仅泳姿新颖、速度

快，而且在运动形式、技术特点、生理负荷

和能量消耗等方面都有别于游泳运动，希

望更多人参与进来。”

唐伟明说：“姚华莉平时训练非常努

力，我对她在学青会上的表现十分满意。”

赛后，姚华莉已经到湛江跟随国家队进行

集训，唐伟明表示：“她近期的目标就是进

一步调整身体机能，在国家队集训备战中

找不足、补短板，以最好状态迎战即将在

泰国举行的亚洲锦标赛，为国争光。”

今年9月，姚华莉进入中国蹼泳队，代

表中国征战国际大赛。10月，首次参加国

际大赛的姚华莉在2023年蹼泳世界杯黄

金总决赛上获得2金3银，并以36秒01的成

绩打破了女子100米器泳世界青年纪录。

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体教双方的共

同发力。姚华莉目前在广西职工体育运动

技术学校就读，平

日里，她上、下午训

练，晚上上文化课，

训练之余还会看书

以加强课业，尽可能做到训练和学习平

衡。

姚华莉是通过体校与优质教育资源

结合的培养模式打造出来的“体教融合”

冠军。学校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夯实

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建设高水平运动队，

并积极参与广西体育局举办的各项青少

年体育竞赛活动，破除体教融合壁垒，完

善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体系。该校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拓展体教融合

空间，加强体育传统校、业余体校和专业

队的‘三级训练’，充分发挥体校培养后备

人才主阵地、主渠道作用，进一步盘活体

教融合的资源，为开创新发展阶段青少年

体育工作新格局添活力。”

（南宁11月14日电）

姚华莉两超世界青年纪录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