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思彤

现在距巴黎奥运会只剩下半年多时间，东京奥运会冠军徐诗

晓和孙梦雅的备战冲刺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最近这一阶段，我

们的主要发展方向是低桨频大力量。现在国内、国际上的对手都知

道我们起航速度相对较慢，单桨做工和最大力量的提升，对我们是

有一定帮助的。”徐诗晓说，“现阶段我们主要做的还是抓好力量。”

“诗雅组合”的优势一直是后半程，起航是两个人的弱项，在冬

训中，这是她们一直努力攻克的短板。“我们起航太吃亏了，冲不出

去。”孙梦雅补充道。

本周正好是跟随外教训练的第四周，徐诗晓觉得整体有了提

高，“明年3月的春季冠军赛是对冬训的检验，我们希望会有新的突

破，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更好成绩的展示。”

虽然东京奥运会以明显优势夺冠，但徐诗晓和孙梦雅一致认

为，巴黎奥运会要比东京难打很多。“我们现在的主要对手还是来

自加拿大、西班牙、匈牙利。从去年到今年，每一场比赛的优势都在

逐渐缩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起航能力上进行突破。”孙梦雅说。

东京奥运会金牌带给了她们底气，也让她们的身份从追赶者

变成了被追赶者，由此带来一定压力，但姐妹俩的心态没有改变。

“东京奥运会后最大的进步是心态各方面变得比较从容，虽然我们

处于一个被追赶的状态，但我觉得更多是要关注自身，不要把太多

的压力背在身上，专注做好自己，做好当下。”徐诗晓很淡然，“有的

时候奥运冠军的头衔会带给我们一些压力，有时候跟她（孙梦雅）

聊天也会说，我们不要去过多地背负压力，压力大了会适得其反，

给自己造成太大心理负担，对训练、对于我们都是不好的，我们还

是要关注自身。”

展望明年，徐诗晓和孙梦雅目标非常坚定———争取巴黎奥运

会卫冕。“这也是我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咱们中国男子划艇能够在

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蝉联奥运金牌，中国女子划艇项目也希

望能够续写辉煌，这也是对我们事业的一种肯定。”徐诗晓说。

进入新周期，两人越发默契，虽然年龄有差距，但徐诗晓对

孙梦雅的评价是：懂事。“虽然年龄小，但不管生活还是训练她

都比较懂事，随着年龄增长，梦雅越来越成熟，会主动找问题，

我觉得这个搭档非常不错。”而孙梦雅对大姐姐的评价也非常

高：“老运动员比较能坚

持，比较能拼，我一直在

向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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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23

体育强国建设大家谈

本报讯 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

亚残运会连续举办，并在亚运会历史上

首次实现碳中和，联合国大会通过巴黎

奥运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近日，由

本报和人民日报体育部联合评出的2023

年国内国际十大体育新闻揭晓。

2023年国内体坛精彩纷呈。杭州亚

运会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我国成

功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综

合性体育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取得

骄人战绩的同时，也达到了为巴黎奥运

会练兵的目的。成都大运会、首届学青会

圆满举办，成为青年运动员相互交流的

舞台。中国体育健儿连创佳绩，中国游泳

选手在世锦赛上不断取得突破，覃海洋

成为新“蛙王”并打破男子200米蛙泳世

界纪录，中国艺术体操获得首个世界冠

军，中国女篮时隔12年再夺亚洲冠军，国

羽卫冕苏迪曼杯，国乒包揽世锦赛单项

五冠，丁立人为中国夺得首个国际象棋

世界棋王，这都彰显了中国体育健儿传

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追求卓越、奋勇

争先的强大精神力量。另外，“村BA”“村

超”为乡村振兴助力，“中华体育精神颂”

项目正式启动也是今年国内体育界的热

门。

2023年的国际体坛大事件不断。联

合国大会通过了巴黎奥运会奥林匹克休

战决议，洛杉矶奥运会新增腰旗橄榄球、

壁球等新兴时尚项目。西班牙和德国相

继首次夺得女足和男篮世界杯冠军，摩

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则成为2030年足

球世界杯主要举办国。个人方面，梅西、德约科维奇和基普图姆都

成为各自项目领域的历史纪录创造者。

由本报和人民日报体育部联合评出年度国内国际十大体育新

闻已开展多年，是体育传媒重要年终盘点。 （贺 遐）

（详细报道见今日三版）

本报记者 丰佳佳

吉林省吉林市的北山四季越野滑雪

场是亚洲第一座全天候标准化越野滑雪

专业训练场。由于雪场以前一直作为专业

运动员训练基地未向大众开放，这让很多

当地市民对这个由防空洞改造的“雪洞”

颇为好奇。这个冬天，有好消息传来，雪场

向公众开放了。日前，记者走进了这个雪

场一探究竟。

该雪场的室内雪道1308米、运动员服

务中心面积3000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长

达1616米的室外雪道和四季冰雪体验馆，

解决了我国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北欧两

项运动员夏季训练缺少场地的难题。2019

年9月，雪场被授予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

地、吉林省雪上项目训练基地、北京体育

大学冰雪训练基地。

从2019年正式运营到今年11月，雪

场专用于冬季项目运动员训练、培训。

“每年春夏秋三季，这里长期有越野滑雪

专业队训练，包括国家队、地方专业队以

及不同年龄段的梯队在内，约有40余支

运动队。”据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工作人

员介绍，雪场可使用赛道宽度为8米，可

容纳500人同时训练。雪道海拔落差21

米，全程三分之一上坡，三分之一下坡，

三分之一为平坦赛道。射击区、惩罚圈都

按照正式比赛标准修建，并且雪场内全

年温度保持在零下7摄氏度、雪面温度为

零下10摄氏度左右，雪质和训练条件都

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雪道全年都是粉

雪状态。

雪场今年11月18日开始正式向公众

开放。借第29届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举办

契机，雪场今年将内部设施进行全新升

级，新增了奥运风采形象展示区、雪圈娱

乐区、特色打卡区等，人们不仅能在常年

恒温的雪道上体验越野滑雪的魅力，还可

以滑雪圈、骑雪地摩托、乘雪地观光车或

全地形车，尽享冬季运动的乐趣。

“开放首月客流量和市场反响都不错。

雪场主要客源为亲子戏雪家庭和青少年滑

雪培训团，开放首月客流量超过5000人次，

其中青少年是核心客群。”吉林市文旅集团

副总经理冯宇新表示，在2023―2024雪季，

吉林市启动了“校园冰雪运动季”，计划通

过开展系列校内外冰雪活动带动3万余名

中小学生参与校外滑雪体育课。北山四季

越野滑雪场作为承接青少年滑雪体验课的

场地之一，目前已经为1300名滑雪零基础

的中小学生提供培训服务。“希望在明年春

夏秋三季，雪场能在保障专业运动员训练

的前提下，继续在青少年滑雪兴趣培养方

面加大探索力度，例如和专业培训机构、学

校合作，推出内容更加丰富的滑雪课。在大

众娱雪方面，搭建更多体验场景，除了滑雪

圈、骑雪地摩托，在雪场还能欣赏雪雕、人

造雾凇，打造一个以雪为特色的网红打卡

地和粉雪体验地。”冯宇新说。

本报记者 王世让

亚运会、大运会、“村超”、从

年初跑到年末的马拉松……一场

场精彩的体育比赛，牵动着无数

观众的心，也激发了人们“跟着赛

事去旅行”的热情；露营、登山、骑

行、滑雪等户外运动持续火爆，更

多百姓从城市走进山野，拥抱青

山绿水，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运

动服装、跑鞋、露营装备、自行车

装备持续热销，带动国产体育品

牌业绩稳步攀升……2023年，中

国体育产业跑出“加速度”，充分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满

足百姓的体育消费需求。

“跟着赛事去旅行”掀

起消费热

格瓦斯、马迭尔冰棍、红肠、

大列巴面包、杀猪菜、铁锅炖……

在8月27日哈尔滨马拉松的赛道

上，当地美食让跑友们津津乐道。

“跑这一路简直就像吃了一顿自

助餐！”参赛选手王先生兴奋地

说。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马拉松

持续火爆，很多马拉松爱好者周

末到各地参赛，顺便品尝当地美食，欣赏当地风景。10月

29日开跑的北京马拉松共有131239人报名，最终中签率

约为23%。12月5日，重庆马拉松启动2024年赛事报名，首

日报名人数就突破10万。将于2024年1月7日开跑的厦门

马拉松报名人数也创了新高，达到136105人。

杭州亚运会是2023年国内最重要的体育赛事，同样

吸引着全国体育爱好者的关注。据统计，在9月23日至10

月8日杭州亚运会举办期间，杭州接待游客总量达4345.9

万人次，日均27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12.4%，带动

杭州住宿、餐饮、零售消费489.6亿元。

7月29日晚，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迎来总决赛，来

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球迷涌进榕江县，球场内人山

人海，座无虚席。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从5月举办以来，上

百万人次到场观战、超5000万人次在线围观、全网流量突

破300亿次。“村超”的举办带动了旅游业、餐饮业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据统计，“村超”举办期间榕江县累计接待游

客5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60亿元。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杨雪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是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战

略的具体举措，以重大赛事为引领，加快恢复和扩大体育消

费，彰显了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为地方发展

赛事经济提供了新思路、新道路，也为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

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助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刘昕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我国体育科

教事业赋予了新的战略地位、历史使命和发展格局。国家

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陈志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3

年作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体育科教战线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兴奋剂、体育科技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坚持顶层设计、

系统思维，制定规划，全面推进反兴奋剂、体育科技、体育

教育和体育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打开了体育科教工作新

局面。

“反兴奋剂工作是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也

是我国体育战线要牢牢守住的底线、红线。”陈志宇说，我们

以“纵横交叉、上下联动”全覆盖的反兴奋剂组织体系建设

为抓手，构建“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国内

兴奋剂违规数量和违规率逐年下降，实现了东京奥运会、北

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过去一年来，反兴奋剂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总局不断加

强中国特色反兴奋剂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通过全面完善

“防”的制度、体系和措施，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贯通的国

家队兴奋剂风险防控体制和机制。在对150个国家队队组全

面、系统、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识别国家队兴奋剂

防控风险和问题，绘制详实的“干净的国家队反兴奋剂生态

体系”实施路线图，细化“干净的参赛过程”任务清单，构建

防范兴奋剂风险的坚实屏障。

陈志宇表示，中国行之有效的反兴奋剂工作经验也正

在推广到全世界，为世界反兴奋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在杭州亚运会前夕，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国

际反兴奋剂研讨会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称赞中

国贡献：“在追求纯洁体育的道路上，中国和中国政府是我

们的关键伙伴。全球反兴奋剂工作离不开多方合作，十分感

谢中国所作出的努力。”

体育科技是体育强国建设的不竭发展动力。为改变过

去体育科技发展“零、散、乱”的局面，总局研究制定《科技

强体行动计划（2024—2028）》，系统谋划未来5年体育科技

创新发展总体布局和实施路径，从8个方面全面部署体育

科技工作，并细化70项具体工作举措，全面助力体育强国

建设。 （下转第二版）

专业训练基地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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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筑牢反兴奋剂防线 推进体育科教事业高质量发展

———访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陈志宇

塘沽青少年业余体校是天津市青少年排球训练基地、国家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图为12月25日，队员们在进行

日常排球训练。 中体在线 张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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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训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