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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云南省第一届冬季运动会在昆明融创“热雪奇

迹”滑雪场闭幕。

本届云南省冬运会举办时间跨越2023年至2024年，分两

个阶段进行，在8天的比赛时间里，开展了滑雪、滑冰、冰球、

轮滑4个大项、16个单项的精彩角逐，共决出88枚金牌。来自

云南省16个州（市）的121支代表队，千余名领队、教练员、运

动员和组委会工作人员、裁判员、志愿者以及冰雪运动爱好

者们，在岁末年初、辞旧迎新之时，共同参与了云南冰雪运动

的“跨年盛会”，也见证了云南冰雪运动的“高光时刻”。

闭幕式上，云南省第一届冬运会承办方昆明市将云南

省冬运会会旗交还组委会，随后，组委会将会旗授予第二届

省冬运会承办地保山市。最后，在现场的体育文化表演和掌

声中，本届云南省冬运会正式落幕。

本届云南省冬运会由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教育厅主

办，昆明市教育体育局承办。首届云南省冬运会是贯彻落实

国家关于举办综合性运动会的具体举措，是对夏季云南省

运会的延伸和完善，填补了云南省举办冬季运动会的空白，

同时为云南选拔优秀的冰雪项目竞技体育人才提供了更多

机会，也让云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和体验到冬季运动

及其带来的体育乐趣，全方位助推云南冰雪运动开启新的

征程。

2018年国家冰雪项目展开跨界跨项选材，云南先后输

送了169名运动员进入国家集训队，种下了彩云之南“冰雪

梦”的种子。五年间，云南体育主动融入国家冰雪运动发展

大局，紧跟国家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在强政策、

选人才、建场地、办比赛、进校园、促产业等方面共同发力，

因地制宜开展冰雪场馆建设，多措并举组织群众冬季运动

推广普及活动，跨界跨项选拔冰雪运动人才，努力推动冰雪

项目向南方延伸，向四季拓展，向百姓身边靠拢，真正实现

了冰雪运动从0到1的突破。云南省首次举办的冬运会，项目

设置满足不同群众的冰雪需求，超千人参与、万人关注，参

赛运动员年龄最小5岁，最大60岁。“冰雪梦”的种子，如今正

在南国赛场生根发芽，不断书写着彩云之南的“冰雪传奇”。

云南省体育局副局长余红颖表示，本届云南省冬运会

的成功举办，向全省人民集中展示了云南冰雪运动的发展

成果，激发了广大群众关注冰雪、了解冰雪、参与冰雪的蓬

勃热情，实现了竞技冰雪运动和群众性冰雪运动双提升，也

向外界证明了彩云之南的“冰雪”力量。未来，云南体育要以

首届省冬运会为新起点，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广泛开展群

众性冰雪运动，扎实推动竞技冰雪运动发展，积极培育壮大

冰雪产业，进一步加快冰雪产业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走好

具有云南特色的冰雪运动发展之路，持续打响“高原训练胜

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加快高原特色

体育强省建设。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冰雪运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

关注。而在云南，随着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步伐不断加

快，一系列推动冰雪项目的政策措施相继落地，众多冰场雪

场的陆续建成，冰球、速滑赛事的举办，让冰雪运动在云南

的发展持续向好，青少年冰球人口不断增加，冰雪项目相

关俱乐部相继成立。云南省第一届冬季运动会举办，在被

称为“运动天堂”的七彩云南，共圆一个“冰雪梦”已经成为

了现实。

三代冰球人同场竞技

云南省第一届冬季运动会冰球项目于2023年12月22日

至24日在云南红塔体育中心展开角逐。冰球运动这项“冰上

勇敢者的游戏”，在云南落地已有20余年，首批“冰球娃”早已

成长为云南冰球的推动者，而这一次，云南三代冰球人因云

南首届冬运会的举行而重聚在冰场，他们在运动员和教练

员的身份中完美切换，上演着“梦想与传承”的故事。

“20年了，终于盼来了属于我们冰球人的省运会。”在参

赛运动员中，年龄最大的是60岁的梁威，作为原国家男子冰

球队的主力后卫，他在2002年来到昆明，在云南红塔体育中

心的第一块专业冰场上，组建了黄河以南的第一支业余冰球

队，随后又成立第一支云南青少年冰球队。作为云南冰球运

动的推动者，梁威在昆明培养出的队员，先后入选过国青队、

国家队。在本次云南省冬运会与梁威同场竞技的选手中，有

不少都是他的高徒，他们既是参赛运动员，也是青少年组的

教练员。“我从小就是跟着梁老师学冰球，没想到20年后竟

然和他成了队友，在开创历史先河的云南省冬运会上并肩

作战。”代表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出战的黄昊说。

10岁师从梁威、之后入选国家女子冰球队的昆明女孩杨

闵然，退役后回到昆明创立了云南缅茨姆冰球俱乐部，从事

青少年冰球教学。在云南省冬运会的赛场上，她重新换上了

“战袍”，身边一同作战的全是儿时的队友，而亲友团依然像

她们小时候一样，整整齐齐地站在看台上，加油助威声不逊

当年，杨闵然形容这样的感受“很奇妙”。“比赛时我望向看

台，一群爸爸妈妈们站在那里，就好像回到了儿时，他们总

是在我们训练时坚持陪在身边，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从事

冰球运动，时光仿佛凝固了。”

“云南三代冰球人一起参加省冬运会，这样的场景想都

不敢想！”在杨闵然看来，云南首届冬运会的举办对于大家

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是云南最早一批打冰球的选手，

当时从未想过在南方地区会有我们的省级冰球比赛，直到20

年后，我们终于迎来冰球人的‘春天’。”她说，这次的比赛对

于青少年选手来说是看见了未来的希望。“这个平台让我们

多年后有了代表家乡出战省级赛事的机会，我感到非常荣

幸，每个人都非常珍惜站在场上的每一分钟。”

“轮转冰”助力云南娃冰上驰骋

来自昆明市盘龙区的三支队伍在本届云南省冬运会冰

球项目的争夺中分别摘得成人组、青少年组U6和U9共三个

组别的冠军，成绩十分亮眼。盘龙区这次派出的队伍均是以

陆地轮滑训练为主的球队，能够在云南省首届冬运会取得佳

绩，得益于盘龙区在落实国家“轮转冰”政策上的具体实践。

近几年，盘龙区教育体育局积极响应国家“轮转冰”计

划，率先在全区内多所幼儿园和中小学组建轮滑队伍。同时，

盘龙区积极开展区内轮滑锦标赛，组织冰雪项目竞赛，为区

内的“轮滑娃”们提供了轮滑冰球和真冰冰球的竞赛平台。

在众多轮滑队中，盘龙区师大实验昆明湖中学轮滑队是最

具代表性的一支队伍。该校从2020年开始在幼儿园和小学部组

建轮滑校队，并将轮滑冰球作为学校的特色运动项目，在校内

开设相应特色轮滑课程，充分利用学校运动场地开展陆地轮滑

冰球训练。在校队教练朱洪召的多年实践下，逐步形成了轮滑

课程体系，并在实践中将陆地与冰上训练相结合。

谈及训练方式时，教练朱洪召说：“我们通过陆地轮滑训

练与冰上训练相结合，以陆地为主，冰上为辅，在陆地夯实体

能、主要技术动作基础和战术要点，以冰上训练让孩子保持

冰感，并通过赛前集训的方式集中调整滑行技术和对规则

的适应。”

盘龙区教育体育局体育科科长陈文辉说：“在本次省冬

运会夺冠，让我们坚定了推行‘轮转冰’计划的信心，要为我

国的冰雪运动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才。相信我们云南的孩

子，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在国家级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勇敢迈出冰雪第一步

2023年12月31日至2024年1月1日，云南省第一届冬运会

花样滑冰项目在云南红塔体育中心上演，一位位灵动的“冰

上精灵”在冰场上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为冬日的昆明增添了

一段段欢乐轻盈的律动。

云南花样滑冰项目起步较晚，与北方省份相比，水平还

有一定差距，但在追寻“冰雪梦”的道路上，云南孩子们同样

努力。来自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区学校的杨景童获得本届

冬运会青少年男子A组的冠军，他在赛场上用一个个高难度

的旋转跳跃征服了现场观众，获得阵阵掌声的同时也获得现

场最多的毛绒玩具。今年17岁的他已经学习花样滑冰13年之

久，他说：“我小时候在商场里偶然遇到一个冰场，从此便爱

上了滑冰并且坚持训练到现在。对我来说花样滑冰还是以

兴趣为主，刚开始接触滑冰的时候很有兴趣，但长期的训练

免不了会觉得有些枯燥，不过坚持下来并获得一些成绩让我

非常有成就感。”

赛后，本届云南省冬运会冰上项目负责人黄昊表示：“此

次省冬运会为花样滑冰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

台，参赛选手们大多数是青少年，最小的才6岁，裁判们还担

负着为云南省冰雪项目选拔后备人才的任务，这也是此次省

冬运会举办的目的。这次的比赛既有杨景童这样的高水平选

手参与，也有很多刚刚接触花滑的小朋友参与，相信高水平

运动员的表演会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目前，有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参加到冰雪项目当中，相信随着场地设施和教练水平的

逐步提升，云南省的冰雪运动在未来也会有较好的发展。”

本届云南省冬运会滑雪项目在昆明融创“热雪奇迹”滑雪

场举行，比赛中选手们依次亮相，虽然动作略显稚嫩，也经常落

地摔跤，但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参

赛选手杨清山做出翻转动作的时候，现场观众沸腾了。虽然他

最后落地时摔倒了，但却引得现场观众津津乐道。赛后，杨清山

表示：“这个动作之前一直在练习，还不算很熟练，这次比赛就

是放开滑，想在赛场上尝试一下，就算失败依旧很开心。”

夺得本次滑雪项目青少年甲组男子冠军的王思翰，在此前

训练中受了轻伤，但依旧坚持比赛，赛后他坚定地说：“我一定

要把滑雪运动坚持下去，我今天发挥得还不够好，今后还要好

好努力。”王思翰的妈妈李艳萍表示：“孩子喜欢这个运动，我

们支持他，受伤了都鼓励他坚持下去，这点伤不算什么的。”

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一年四季都可以开展户

外运动，为推广冰雪运动提供了先天条件。冰雪运动的开展，

不仅带动了云南省群众体育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持续释放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综合效应，同时也能挖掘和培养

优秀后备人才，为我国冰雪事业添砖加瓦，让更多南国孩子

实现自己的“冰雪梦”。

彩云之南共圆“冰雪梦”

云南省第一届冬季运动会营造“跨年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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