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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众走向大众拓展群众

冰雪宽度

随着全国各地冰雪热，群众冰雪

也从小众走向全民，从地区走向全

国，从冬季变为全季。数据显示，全

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到3.46亿人，

居民参与率达到24.56%。在参加比赛

的队伍中，南方省区市也尽情展示群

众冰雪运动的发展成果。

“参加全国运动会的群众项目，

是为了展示自己，也是来学习先进经

验，感受冰雪带来的快乐。”湖南省代

表队教练员毕菊梅说道。

南方开展冰雪项目受制于场地

及气候条件，“轮转冰”“轮转雪”让

许多冰雪爱好者参与到冰雪运动

中。“我们主要通过‘轮转雪’，采用

越野滑轮的方式，让孩子们体会越

野滑雪的乐趣，有机会再带他们到

真雪上体验。”福建队越野滑雪教练

文景伟介绍说。站上全国赛场，实现

自己的梦想，郑德溪表示：“我的同

学都很羡慕我，回去我要把在这里

看到的讲给他们听，让他们也加入

到冰雪运动中。”

巩固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成果，在“十四冬”的群众赛

事中得以生动体现，这将带动更多

人走上冰雪的赛道，共享健身带来

的幸福。

本报讯 1月13日至14日，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比赛在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来自全

国21个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400余名

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党组成员刘国永，内蒙古自

治区副主席么永波等出席开赛仪式。

这是全国冬季运动会举办以来

首次设置群众比赛，旨在鼓励和带动

广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比赛设置速

度滑冰、越野滑雪2个大项4个小项，

最大限度彰显了群众冰雪的整体水

平和风貌。最终，吉林省获得越野滑

雪男子4×1.5公里、女子4×1公里团

体接力两项冠军，河北省获得速度滑

冰4×200米混合接力、2000米混合团

体两项冠军。

为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本次赛事将场地设在户外，设在

群众身边，两项比赛场地融合在呼和

浩特东河封闭水域内，内圈滑冰、外

圈滑雪，周边开展群众嘉年华，岸上

群众观赛，办赛观赛体验良好。这也

是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成果的积极实践，是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

要举措，对于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

国具有重要意义。 （部国华）

本报讯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以

下简称“中汽摩联”）2023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在

四川成都东部新区召开。中汽摩联理事会成

员、各省区市汽摩运动协会负责人、各专项委

员会成员及特邀代表参与了本次会议。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席詹郭

军在会上介绍，2023年，中汽摩联共完成赛事

47场，其中汽车赛事44场，摩托车赛事3场，国

内赛事45场，国际赛事2场。

会上，中汽摩联公布了2024年暂定赛历，

包括国际性赛事10场，其中汽车赛7场、摩托

车赛3场；计划举办全国性赛事82场，其中综

合性汽摩大会1场、汽车赛70场、摩托车赛11

场等。同时举行了CCR中国汽车越野锦标赛

和COC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年度颁奖。

获得CCR全场总成绩车手杯、国家两驱杯的

年度冠军车手是訾云刚，他还助力陕西云翔

俱乐部夺得T1组俱乐部杯年度冠军；国家四

驱杯年度冠军车手为刘彦贵。吕和平、孟斌、

赵向前、董超海、孙莹莹、杜炫义、童喜君

则分别获得COC厂商组、量产组、改装组、公

开组、女子组、UTV组及轻型越野车组的年

度车手总冠军。

（周 萌）

本报讯 “我心中的广马”———

2023年第二届少儿美术大赛颁奖活

动日前在广州体育文化博物馆举行。

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少年儿童们

踊跃投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

稿作品近万幅，涵盖中国画、水粉水

彩、漫画、综合材料等。投稿作品的数

量和质量相比首届有了大幅提升，彰

显大赛品牌力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

经过专家评审，大赛最终选出金

奖获奖作品50幅、银奖获奖作品100

幅、铜奖获奖作品200幅，优秀获奖作

品980幅，并在广州体育文化博物馆

展出了其中的金、银、铜奖获奖作品

350幅。展期持续至1月20日。大赛既

让少年儿童亲近体育文化，又激发了

他们的创作力。

本届少儿美术大赛由广州马拉

松赛组委会主办，广州市体育文化协

会、广州体育文化博物馆联合承办，

粤诚体育文化执行。 （黄心豪）
本报记者 周 萌

1月12日，沙特阿拉伯鲁卜哈利沙漠达喀尔F营

地。

“今天是不是本次比赛最重要的赛段？”

“不，昨天我们已在‘迪斯尼’玩过一次了，今天

是第二天，两天持续600公里的沙丘路段，不要太刺

激哦！”冲着镜头调侃的法国摩托车手查利·赫布斯

特最后获得这个赛段第39名。

“不，以后就算有人给我100万美金，也不会再

跑这样的赛段了。”脖子疼得一宿没睡好觉的丰田

“未来之星”金特罗这样说。

让参赛车手们爱恨交织的这个赛段，就是达喀

尔历史上首次设立的“48小时马拉松赛段”，你可以

理解为达喀尔“荒野求生”沙特2.0升级版，它最大

特点就是：48小时，车手无后援，驰骋600公里沙丘。

比赛方法就是车手们从营地发车后，到下午4

点就得停下比赛，找就近的“盲盒营地”休息。组委

会设计这一“暂停键”的目的，就是切断一切后援。

11日，48小时赛段第一天，中国云翔车队252号

孙平/廖岷车组发车后，在148公里处过一个小沙包

时翻车。幸好有队友的赛车从后面赶来，修好车继

续上路，跑到下午4点“暂停时间”时，他们只能找就

近A营地宿营。在这里车手们能享受到的就是一顶

帐篷、一个睡袋、还有一堆乏味的罐头食品。

“一早起来，有口热的喝就不错啦！”发过来短视

频的廖岷，镜头对着正在烧水的炉具自我安慰道。

自2012年与车手周继红搭档首次参加南美达喀

尔以来，这是廖岷的第七次达喀尔之旅。说起今年新

设立的“48小时魔鬼赛段”，喜好琢磨事的廖岷（领航

好像都有这爱好）跟记者说起了达喀尔的变迁。

“1979年法国人萨宾创立这项赛事以来，达喀

尔先后走过欧洲、非洲、南美、亚洲。且不说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动辄七到十国的非洲版达喀尔，就是

2009年至2020年南美版达喀尔，我记得除了2019年

智利一国举办外，每届也都是二到三个国家。2021

年落户亚洲后，到现在只有沙特一国举办。庙小了，

螺蛳壳里做道场，那就只能人为多制造些困难啰！”

电话那头的廖岷调侃道。

达喀尔开赛的同一天，2024环塔拉力赛组织者

正好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遇到了中汽联常

年负责越野赛事线路设计的赛事主管朱晨光。记者

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了一句：环塔拉力赛都搞了20

年，你们今年再勘路应该轻松些了吧？

“啥意思？”朱晨光狠狠地瞥了记者一眼，“首届

环塔开赛的那一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才

两条，你知道现在几条？五条，周边还不时发现油

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想尽量避开有人类活

动的地方‘折腾’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达喀尔也是这样。13日，回到大本营的廖岷告

诉记者，他们在世界最大流动沙漠———鲁卜哈利沙

漠进行“48小时魔鬼赛段”比赛时，也有人类活动留

下的有形路面，“是石灰石颜色的路基，长达40公

里。这可是在浩瀚无垠的沙漠里，猜想有可能是过

去采油、勘探时留下的。”

事实上，不仅是长距离汽车越野挑战赛，所有以

艰苦赛事著称的极限挑战赛都面临这样的困境，那

就是过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在人类迁徙、科技助力下

变得不再是畏途，赛事组织者唯有人为设置更多的

障碍，而不是靠自然的艰险来维系赛事的难度。

本报记者 李晓洁

在“十四冬”速度滑冰（公开组）的裁判队伍

中，凌占一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本地人，他是呼伦贝

尔学院体育学院（冰雪运动学院）副书记，并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障碍追逐项目中担任国内技术

官员。不只他一人，该校共有14名教师在2022年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中承担了冬季两项、高山滑

雪、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等项目的执

裁工作。

乘着北京冬奥会和“十四冬”的东风，呼伦贝

尔学院体育学院增设冰雪运动专业，旨在培养能

系统掌握冰雪运动技术教学训练、运动防护、竞赛

组织、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毕

业后能从事冰雪运动教学、训练、竞赛、管理等方

面工作的冰雪运动人才。这也是内蒙古唯一开设

“冰雪运动”专业的高校。

“我们计划申请冰雪运动专业硕士，在体育学

科、师资、硬件、资金保障等方面我们都有一定的

实力。”凌占一说。目前，体育学院（冰雪运动学

院）有专任教师50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19人，

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教师29人，博士5人，在读博士7

人，国际级裁判4人，国家级裁判7人，一级裁判30

余人，国际级运动健将1人，国家级运动健将2人。

“我们借助‘十四冬’四个冰上场馆开设专业

课。”凌占一介绍，目前学院已开设短道速滑、速

度滑冰、冰壶、冰球、高山滑雪等专业课，越野滑雪也即将纳入课

程。此外，学院还设有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冰雪运动概论、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等理论课程。在雪上专业课方面，“十四冬”扎

兰屯赛区滑雪场，哈尔滨融创滑雪场都是他们的教学基地，可同

时满足夏季和冬季上雪时间。

在速度滑冰比赛期间，场地和器材志愿者几乎都是来自冰

雪运动专业的学生，服务赛事的同时，也可以直接感受项目。

“我们的学生对项目有一定的了解，第一次参与志愿服务就是全

国最高级别的赛事，‘十四冬’比赛为他们提供了平台，拓宽了视

野。”凌占一说。

有了冰雪运动专业和冬奥会，以及“十四冬”的经历，凌占一

说自己的工作生活更加丰富，也更有责任感，“作为一名老师，希

望能把专业做强，把学生培养好，让他们毕业后都能成为优秀的

体育人才。” （呼伦贝尔1月14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比赛举行

广马少儿美术优秀作品展览弘扬体育文化

“十四冬”速滑中长距离遥遥领先

辽宁借承办“十五冬”发力冰雪运动

本报记者 顾 宁

参加篮球比赛、参观博物馆、体

验冰雪运动……来自新疆和田地区

的“京和杯”农牧民篮球队一行25人，

日前在北京参加体育交流活动。通过

体育比赛、参观访问、座谈交流等活

动，感受首都新时代风貌，共叙北京

和田两地情谊，共话美好未来，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丰富活动多姿多彩

在北京期间，代表团先后与华北

电力大学篮球队、首钢青年篮球队、

北京体育大学篮球队等展开友谊赛。

两地运动员在比赛中展现了敢打敢

拼、团结互助的精神，赢得在场观众

的喝彩。同时，代表团还在国家体育

馆观看了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冰球

运动员训练，进一步了解北京市以及

我国冰球运动的发展与成绩；参观国

家体育场，并在国家游泳中心体验了

冰壶运动，在感受现代体育与建筑艺

术、科技创新的同时，体验冰雪运动

的乐趣。此外，队员们还在五棵松体

育馆观看了CBA比赛，与球员、观众

热情互动。这些精彩纷呈的体育活

动，让京和两地的运动员以体育为契

机，进一步加深交往交流。

除体育活动外，代表团还前往天

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进一步增

强爱国主义情怀；参观北京市规划展

览馆、中国科技馆等，感受我国城乡

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对此，大家纷纷表示，此次体育

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令大家非常难

忘。北京和田两地，虽然相隔遥远，

但是因为北京援疆工作的开展，让两

地的百姓增进了了解，增强了情谊。

“文化润疆”北京善为

本次交流活动旨在深入推进

“文化润疆”工程，全面、精准、创新

落实对口支援工作，加强京和两地

体育交流。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

体育总会高度重视本次活动，不仅

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同时，发动

北京市篮球运动协会等单位大力

支持与协助。

北京市体育总会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北京市体育局在北京市援疆和

田指挥部的支持下，积极开展体育交

流活动，巩固北京对口帮扶协作成

效，促进京和两地体育项目发展，进

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4

年开始启动“京和杯”农牧民篮球赛，

2015年扩展群体将青少年足球赛纳

入其中，从乡村到地县、从社会到校

园，体育爱好者参与性极高。截至今

年，“京和杯”农牧民篮球赛已成功举

办9届，青少年足球赛已举办8届，参

与群众约16万人次，并逐年增长。接

连举办的“京和杯”赛事活动作为北

京“文化润疆”的重要支持项目，已成

为和田的一张体育名片。

未来，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

育总会将继续推进京和体育交流，通

过不断扩大交流项目、创新交流形

式、拓宽交流平台，持续发挥体育项

目和人才方面的资源优势，帮扶和指

导和田地区在品牌赛事上提质升级，

促进教练员和裁判员交流互访，带动

基层体育组织建设等，巩固和深化援

疆体育交流活动常态化，实现体育资

源共享、体育队伍共建、体育发展共

赢的目标，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作出北京贡献。

京和一家亲 体育助交流

中汽摩联年会成都召开

辽宁队选手吴宇在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A组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达喀尔观察之三

“螺蛳壳里做道场”长距离越野赛的困境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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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晓洁

“十四冬”速度滑冰（公开组）比赛中，辽宁选手

包揽男子5000米和10000米的6枚奖牌。其中，吴宇

获得两枚金牌，王帅涵和沈晗扬各获得一银一铜两

枚奖牌。在10000米项目上，吴宇还以13分16秒51的

成绩打破由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之前的纪录是

上赛季创造的，经过一年的训练加赛前准备充足，

我对破纪录是有期待的。”吴宇说。

“辽宁的速度滑冰是重点发展的优势项目，运动

员的特点也是倾向于长距离耐力型，我们在中长距

离上有人才储备。”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冬说。在

冬季项目上，辽宁先后培养出徐梦桃、韩晓鹏、郭丹

丹、李妮娜、贾宗洋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辽宁地

处东北，虽然在冬季项目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冬季

项目过去不是发展重点。借助北京冬奥会的东风，辽

宁体育调整发展战略，补齐冬季项目短板，提出“冬

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致力于成为夏季项目、冬季

项目在奥运赛场都能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军省份。

北京冬奥会后，辽宁进入到新的备战周期，在

速度滑冰项目上将重点放在了中长距离。王冬介

绍，辽宁速度滑冰队引进了韩国教练，在国家队的

队员又有俄罗斯教练带，“在两种高水平训练理念

和模式融合下，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吴宇

刷新全国纪录，他和王帅涵在国际赛场上也不断创

造自己的好成绩。”王冬表示，“十四冬”是各代表队

最关注的冬季项目综合盛会，辽宁作为“十五冬”的

东道主，在提前开赛的速度滑冰（公开组）比赛中，

做了精细的备战和赛前调整。

“运动员在赛场上冲击纪录是对竞技成绩的挑

战，也是精神面貌的展示。辽宁在团体追逐决赛上

也是一场硬仗。”王冬说。在速度滑冰最后一

个项目男子团体追逐决赛中，辽宁在最后时

刻反超强劲对手黑龙江夺冠，“我们的配合实

现了良好的体能分配。”吴宇赛后说。

辽宁承办“十五冬”提出了高质量办

赛。王冬坦言，辽宁的冰雪

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

离黑龙江、吉林等强省还有差距。“我们有三分之一

的项目有成绩，也实现了金牌，三分之一的项目虽

然开展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还有一部分是还没有开

展的项目，‘十五冬’给了我们发展冰雪运动的巨大

契机。”

王冬表示，未来，在空中技巧等传统优势项目

上，辽宁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并与国家布局充分接

轨，花样滑冰、滑雪技巧类项目也要重点发展。此

外，针对擅长的体能类项目比如越野滑雪等，辽宁

也将逐渐发力。“通过办赛，辽宁要加快从冰雪大省

向冰雪强省迈进。”王冬说。

（呼伦贝尔1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