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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3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要

求，我单位中国体育报业总社有限公司已对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进行严格审

核 ， 现 将 我 单 位 拟 通 过 年 度 核 验 人 员 名 单 进 行 公 示 。 举 报 电 话 为

010-67135282。

拟通过年度核验人员名单：《游泳》杂志 张冬梅

本报讯 2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的最后4枚金牌在冰壶、冰

球和速度滑冰项目上产生。

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进行

的冰壶公开组女子金牌赛中，北京队9

比5战胜天津队获得冠军。黑龙江队在

铜牌赛中8比3战胜吉林队获得季军。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冰球馆

决出冰球青年组男子金牌，北京队5比

2战胜黑龙江队夺冠。铜牌赛中，陕西

队8比1战胜内蒙古队获得季军。

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速度

滑冰馆进行的速度滑冰青年组男子团

体追逐决赛中，北京队获得金牌，河北

队获得银牌，吉林队获得铜牌。在速度

滑冰青年组女子团体追逐决赛中，四

川队获得冠军，河北队获得亚军，吉林

队获得季军。 （马艺欧）

本报记者 林 剑

作为历届冬奥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项目之一，“基础大项”速度

滑冰向来受到各方重视。近年来，在张虹、高亭宇、宁忠岩、韩梅等优

秀运动员带动引领下，我国速滑项目稳步发展，加之“十三冬”首次设

置速滑青年组比赛，更是为青少年选手进步成长提供了动力。“十四

冬”同样设置了速滑青年组，比赛中也呈现出不少新气象，让我们有

理由对中国速度滑冰的未来充满憧憬和期待。

本次速滑青年组比赛，不少年轻选手崭露头角。黑龙江18岁小将

刘斌连夺男子1000米、500米两枚金牌。虽为国家队新秀，但出色的滑行

技术、良好的身体素质让他被冠以“高亭宇接班人”的称号。难得的是，

成绩出众的刘斌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完善提

升的地方，要继续在国家队向前辈们学习。刚刚从江原道冬青奥会载

誉归来的吉林18岁小花刘昀琪同样让人印象深刻———报满全部5项比

赛的她斩获女子1000米、1500米两枚金牌以及集体出发银牌、团体追逐

铜牌。谈及比赛的最大收获，刘昀琪表示，主要是心理素质的提升，希望

在今后的训练比赛中稳扎稳打，再上一层楼。另外几名已经入选了国

家队的新秀李文淏、陈傲禹等人也都呈现出了极强的上升势头。

从比赛过程看，本次比赛竞争非常激烈，不少项目的前三名差距

很小，这也充分说明近年来我国速滑后备人才迅速成长，青少年竞技

水平整体提升。刚刚参加过江原道冬青奥会的内蒙古选手潘宝硕表

示，和国际比赛相比，国内竞争更加激烈。夺得了女子集体出发金牌，

和队友共同创造了女子团体追逐全国青年纪录的陈傲禹也表示：“国

内同龄选手都太强了。”

随着“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景成为现实，冰雪运动“南

展西扩东进”战略持续推进，本次冬运会速滑青年组共吸引了20个省

区市组队参赛，速度滑冰项目覆盖面显著提升。令人惊喜的是，不少

参赛队还拥有众多自主培养的本土选手，如东道主内蒙古队基本是

当地选手，勇夺男子集体出发银牌的徐夏鹏是浙江人，陈傲禹则来自河北秦皇岛。

大量非传统冰雪强省选手的扎堆涌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轮转冰”和“跨界跨

项”的创新人才选拔策略。据浙江速度滑冰队主教练李晓霞介绍，浙江队全部参赛

选手都是2017年从杭州市轮滑队转为冰上运动员的。陈傲禹也是借助秦皇岛近些

年大力发展速度轮滑项目契机，从轮滑转项为优秀速滑选手。李文淏则是从田径

转项速度滑冰的。与此同时，不少省区市还在摸索队伍组建、人才培养的新理念、

新模式，比如浙江省和杭州市通过“省队市办”集中优势资源，再比如河北省组建了

速度滑冰A、B两支队伍，在两位主教练的带领下，互相促进、良性竞争。

本次冬运会速滑青年组的另一个亮点就是俱乐部队伍的出现。除了20个省区

市代表队之外，还有长春明星冰雪体育有限公司代表队。据该队教练闫乃晗介绍，

自己所在的俱乐部成立于2019年，目前共有运动员36名，经常组队参加全国各项比

赛。通过四站选拔，俱乐部中的郑云峰获得了“十四冬”速度滑冰青年组参赛资格，

身为吉林体育学院大学生的他也成为赛场上为数不多的非专业运动员。近年来，

“社会力量办体育”已被广泛认可并结出了丰硕成果。在速滑这样的冰上基础大项

上，俱乐部选手的出现无疑是对现有省区市队培养模式的有益补充，对于夯实后备

人才基础，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呼伦贝尔2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田 洁

2月27日，“十四冬”最后一个比赛日，冰球青年

组男子比赛迎来收官战，北京青年男冰5比2战胜黑

龙江队获得冠军，黑龙江队获得亚军。共有8支球队

参加了“十四冬”冰球青年组男子组比赛，获得第三

至八名的分别是陕西队、内蒙古队、香港队、四川队、

天津队和吉林队。

这是北京冰球在“十四冬”冰球项目上收获的第

三金。一天前，北京青年女冰刚刚捧起冠军奖杯。去

年夏天，在提前进行的“十四冬”冰球公开组比赛中，

北京队以全胜战绩夺得男子组金牌。

北京队和黑龙江队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开

局仅24秒，北京队就利用反击机会在对方门前打出精

妙配合，黄奕翔接田博宇门前横传巧射入网。一球在

手，北京队奠定了心理优势，逐渐放开。黑龙江队也加

强了拼抢，两队打出漂亮攻防战。北京队在第二节掀

起进攻狂潮，战术配合流畅，周嘉禾、于千皓和田博宇

的连续进球帮助北京队获得4比0的领先优势。黑龙江

队并未丧失信心，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8分21秒时，由

徐帅文硕打入进球。北京队在58秒后由孟凡珂回敬一

球，1分钟后黑龙江队再次攻入一球。之后北京队再未

给对手机会，将5比2的比分保持至终场。

北京青年男冰以全胜战绩结束了“十四冬”征程。

本场决赛，北京队在4比0领先后心态上有所松懈，而黑

龙江队反应迅速，连续抓住北京队的两次失误，并且都

转化为得分，这也为年轻球员敲响警钟。“我们应该从

比赛中吸取教训，一个失误很可能会导致多个失误，最

终变成对手的进球。”北京队球员王浩西赛后说，“黑龙

江队是一支有实力的球队，值得我们尊重。”

北京冰球十年来在体教融合、青少年联赛等方面

的探索进入了收获季节。北京队的球员全部是“学生

军”，得益于十余年来北京冰球培育的青少年冰球俱乐

部联赛和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等多项品牌赛事。丰

富的赛事对青少年球员竞技水平的提高、球商的培养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赛季，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

共有来自全市27个俱乐部的243支队伍、3500余名小球

员参加，在19周的时间内、8个冰场上共进行了1201场

比赛，比赛场次数量创历史新高。2023年举办的第十届

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共有1500余名小运动

员、116支队伍、104所学校参赛，共进行了317场比赛，

与办赛初期180名运动员组成12支队伍，参与26场比赛

的规模相比，赛事规模增长迅速。

除了在本土联赛中成长起来的球员，北京队还

有多名留学海外的学生球员，他们从小在北京接受

冰球初级教育，在海外学习的同时在当地比赛中继

续提升球技。王浩西就是其中之一，“希望有一天能

够加入国家队，为国争光。这是我的梦想。”

（呼伦贝尔2月27日电）

“十四冬”决出最后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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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开花结果 北京冰球进入收获季节

比赛精彩激烈“长尾效应”显著

（上接第一版）

三是提升冰雪竞技水平。通过跨

界选材、联合培养等方式，选拔196名

运动员参加“十四冬”竞技项目比赛。

冰雪健儿们持续加强科学训练，不断

提升专业素养与技战术水平，大力弘

扬中华体育精神和“蒙古马精神”，取

得了18金17银24铜的历史最好成绩。

速度滑冰、钢架雪车、单板滑雪平行大

回转等项目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内

蒙古一方面通过赛事发现人才、锻炼

队伍，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级体校和

冰雪运动学校等育人功能，加强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建设，不断积淀人才厚

度。大力培养运动员、专兼职体育教

师、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专业冰

雪运动人才，加快知识体系更新和技

术水平提升，努力培养更多“冰上尖

刀”“雪上先锋”。

四是加快体旅融合发展。各盟市

依托气候条件、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将冰雪运动与草原文化相结合，打造独

具北疆文化特色的体育旅游品牌，深化

体育与文化、旅游、科教、健康融合发

展，丰富体育旅游公共服务和产品。以

“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为引领，全面推

广当地人文和自然景观，提升群众的冰

雪运动消费体验，为体育旅游健康发展

注入新鲜血液。持续加大冰雪运动宣传

推广力度，开展线上线下群众性冰雪运

动培训、冰雪运动大讲堂、冰雪运动故

事专栏等，普及冰雪健身知识，推广冰

雪健身方法，使冰雪运动走进大众视

野、大众生活。通过发展轮滑、滑轮等项

目，推动冰雪运动向四季拓展。

最后，王征宇表示，内蒙古精心筹

办“十四冬”，全力呈现一场场体育旅

游盛宴，欢迎各地游客共赴草原约定，

春赏百花盛开，夏游辽阔草原，秋观五

彩林海，冬看万里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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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 剑

记者从2月27日举行的“十四冬”闭幕前新闻发

布会了解到，“十四冬”各竞赛项目已圆满结束，各项

目比赛精彩纷呈，竞争异常激烈，创造了一批优异成

绩，达到了检验水平、锻炼队伍、发现新人、奥运练兵

的目的；35个组团参赛单位中，有26个代表团获得金

牌、30个代表团获得奖牌，参赛代表团数量、金牌奖

牌覆盖面实现大幅提升；以“十四冬”成功举办为契

机，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米兰冬奥会备战、冬运

惠民等工作还将稳妥推进，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

“长尾效应”发挥显著。

筹办组织严谨周密、高效有序

内蒙古体育局局长、“十四冬”组委会副秘书长

杜伯军介绍，按照“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

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内蒙古举全区

之力，精心做好“十四冬”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等工

作，实现了“办赛精彩、参赛增彩、服务出彩、群众喝

彩、发展添彩”的目标。

“十四冬”是历届全国冬运会中规模最大、项目

最多、标准最高的一届，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

内蒙古聚焦高质量办赛，推动赛事有序进行。内蒙古

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同步举办了冬运惠民系列

赛事活动近300场，辐射带动健身爱好者500万余人

次，在全区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秉承绿色低碳理

念，雪上项目场地设计充分利用山形植被等现有条

件，让体育设施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实现“十四冬”

碳中和。坚持节俭办赛，根据比赛需要改造场馆场

地，合理配置竞赛器材。北京延庆、河北张家口主动

承担了内蒙古不具备场地条件的38项比赛，提前谋

划“十四冬”场馆场地赛后综合高效利用，与竞技体

育、全民健身、体教融合、文体旅融合等需求有机结

合。

竞技比赛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司长、“十四冬”组委会常

务副秘书长张新表示，“十四冬”各项目比赛精彩纷

呈，竞争异常激烈，创造了一批优异成绩。速度滑冰

等有成绩纪录项目的参赛成绩大都超越了上届冬运

会；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打分类项目中，越来越

多的运动员高质量完成了之前只有极少数运动员才

能完成的高难度动作。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

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多个项目上涌现出一

批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

本届冬运会首次以省区市为单位组团参赛，35

个代表团中，有26个代表团获得金牌、30个代表团获

得奖牌，“十四冬”参赛代表团数量、金牌奖牌覆盖面

实现大幅提升。河南、四川、广西、贵州、西藏等一些

冬季项目新兴省份自主培养的运动员站上领奖台。

“十四冬”改革举措取得预期效果，冬季项目多元化

培养模式已见成效。

张新表示，本届冬运会上，各参赛代表团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组委会要求，教育引导运

动员“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广

大体育健儿挑战自我、追求卓越，奋力夺取优异成

绩，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展现

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时代

风貌，向社会传递了强大的正能量。“十四冬”兴奋

剂检测覆盖全部比赛项目，比赛期间共实施检测

688例，其中，血检560例、尿检128例。截至27日中

午，已出结果513例，未检测出兴奋剂违规问题，充

分展现了全国体育系统以“零容忍”态度狠抓反兴

奋剂工作的成果。

人才培养成效明显、亮点频出

通过筹办举办“十四冬”，有力促进了冬季项目

后备人才培养和米兰冬奥会备战工作。对此，国家体

育总局冬运中心副主任申振刚表示，“十四冬”进一

步扩大了冬季项目版图，35个参赛代表团中，17个省

区市第一次组团参加全国冬运会。黑吉辽、内蒙古、

新疆等冰雪运动传统地区，继续发挥着带头和引领

作用；京津冀地区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发展势头强

劲；其他省区市根据自身资源和特点，因地制宜、突

出重点、强化保障。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冬季

项目的蓬勃发展上得到充分体现。

通过举办“十四冬”，进一步深化了对项目规律

的认识，得益于对科学化训练、精细化保障的高度重

视，不断创新训练理念、训练方式，北京冬奥会“全项

目参赛”的目标引领，近年来我国冬季项目水平稳步

提升，将力争实现米兰冬奥会上取得“境外参赛历史

最好成绩”的目标。

近年来，冬季项目一直主张“开门办体育”、依托

社会力量办运动队等方式，积极探索多元化人才培

养模式。在“十四冬”筹办举办中，在以往国家队、地

方队、体校培养的基础上，国家队与地方队联合共

建，地方队自主培养，地方队之间联合培养，家庭、俱

乐部、地方队共同培养，跨界跨项选拔培养等不同形

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扎扎实实地开展，为冬季项

目源源不断输送高水平人才。“十四冬”还涌现了一

批冬季项目非传统省份本土自主培养并取得优秀成

绩的运动员，不少还取得了优异成绩，进一步扩充了

冬季项目的人才储备。

场馆利用谋划得当、务实高效

大赛场馆后续使用向来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谈

及“十四冬”场地设施使用工作，呼伦贝尔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十四冬”组委会副主任胡兆民表

示，在“十四冬”筹办之初，就已经开始谋划相关的

工作。首先要促进全民健身，场馆以合适的方式向

社会开放，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其次要承接赛事

培训，加强与总局冬运中心和各专项协会的沟通联

系，争取国家队训练基地落户，积极申办和承办高

水平的单项赛事和各类专业培训活动。第三要深化

体教融合，健全完善与全市中小学校合作的机制，

大力发展青少年冰雪运动。第四要培育冰雪产业，

打造呼伦贝尔冰雪运动装备制造的专业品牌，依托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的场馆资源，探索实施市

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以冰雪运动为主题的体育综合

体产业化集群。

（呼伦贝尔2月27日电）

北京队球员高慕川（右）在比赛中进攻。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