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冬”冰球青年组2

月27日结束了全部比赛，共有

8支男子球队和7支女子球队参

赛。在为期13天的比赛中，共进行

了36场比赛，其中男子组20场、女子

组16场。参赛球队获得了充分锻炼，

收获颇丰。北京队包揽了男子组和女子

组两块金牌。

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更为广泛，特别是

来自四川、广东等南方省区市队伍，他们在

比赛中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四川女子冰球青

年队在半决赛中以7比0战胜辽宁队，最终获得

了女子组亚军。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支男

子青年冰球队伍也参与了本次赛事，取得了第5名

的好成绩。这些可喜现象展现了我国冰雪运

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成果，实现了

地域的均衡发展，扩充了人才储备

渠道。

“十四冬”冰球青年组的

比赛展现出我国青少年冰球

的最高水平。他们在比赛

中熟练地运用各种冰上

技巧，无论是控球、传球、

射门，还是防守，都表现

得游刃有余。扎实的基

本功使他们能够在比

赛中应对各种复杂局

面，发挥出最佳水平。

通过比赛，各队

在技战术水平、配合

默契度等方面得到了

很大提升。队员们展示

出了较高的个人能力和

团队协作精神，展现出冰

球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同

时“十四冬”冰球青年组比赛是我国级别最高

的青年冰球赛事，队员们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提升了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这对他们未

来在国内、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好成绩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十四冬”的比赛，国家队主教练发

现了不少具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为我国冰球事

业发展储备了人才，为接下来的国际赛事做好

了准备。

王佳欣、吴思嘉等年轻球员已经登上了国

际舞台，在“十四冬”赛场，她们也充分展现了

自己的风采。王佳欣位列射手榜榜首，为四川

队贡献13个得分；吴思嘉位列射手榜第七，为

北京队贡献8个得分。其余参加过今年U18女冰

世锦赛的队员，也都位列射手榜前十。

“十四冬”冰球项目青年组比赛的设立，为

运动员训练搭建了平台。本次全国最高水平、

最高规格、最高要求的比赛，也成为锻炼运动

员心理素质和为国家队选拔人才的平台，它将

优秀运动员输送至国家队，为打入米兰冬奥会

做好准备。

“十四冬”还为我国的冰球教练员、裁判员

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锻炼平台。通过这次比

赛，他们在专业素养、应变能力等方面都得到

了很大提升。教练员不仅要制定合理的战术策

略，还要根据比赛进程及时调整，锻炼他们的战

术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同时，他们还要关注队

员的心理状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这

种全方位的教练工作，让他们在比赛中不断积

累经验，提高综合素质。裁判员们则需要严格遵

守比赛规则，公正、公平、快速、准确地判罚，确

保比赛顺利进行，这不仅考验了他们的专业素

养，还锻炼了他们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尽管各地队伍在竞技水平上仍有较大差

距，教练团队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年轻

球员控制情绪能力需要加强，但这也正是设立

比赛的意义，通过比赛加强交流学习，提高中

国冰球整体竞争力。

本报记者 王 静

连日来“十四冬”赛场亮点不断，众多新面孔、

新力量轮番带来惊喜。他们从何处来？如何走上冰

雪赛场？

“十四冬”在项目设置上全面对标冬奥会，多

个项目在冬运会首次亮相，更多队伍实现了冬运

会参赛及夺牌目标。这些登上冬运会赛场的运动

员通过不同的成长方式，走向赛场，展现自己，超

越自我。

业余体校在冰雪后备人才培养方面依然发挥

着巨大作用。重庆队、广东队、广西队、云南队等南

方代表队选手在雪上项目取得重大突破，这些南

方省区市的运动员有一个共同的成长路径———从

夏季项目业余体校被选入冰雪项目队伍，在冰雪

赛场上大放异彩。

参加越野滑雪女子10公里比赛的莫小雪、何

玉婷、李美奇等6名“05后”小将就是从重庆市各区

县业余体校选拔出来的。重庆市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张歌表示，在冬季项目本土运动员培养

方面，重庆市采取选拔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的方式，

由各区县业余体校推荐，运动员来源一般是中长

跑、竞走、皮划艇、轮滑等项目，选拔入队后采取统

一编制、统一管理、统一训练。越野滑雪队目前共

18人，4月将进行今年的跨界选材，准备扩充到30

人左右，分为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两组。

“十四冬”赛场上还活跃着学生军，他们的实

力不容小觑。冰球青年组比赛中，北京男队和北京

女队都表现出极强的实力。以周嘉禾和寇宸菲为

代表的冰球小将大部分是普通在校中学生，通过

北京市过去几年搭建的冰球校级联赛成长起来，

优秀者被选入市队乃至国青队，征战国内外比赛。

“十四冬”结束后，他们将回归校园。

此前结束的“十四冬”青年组比赛中，北京队

共获得7金4银6铜，包括高山滑雪、花样滑冰、短道

速滑，这些奖牌大部分由在校学生获得。北京市冬

运中心主任李晓鸣表

示，北京市充分激发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

性，给有志于从事冰雪运动的孩子打通一条上升

通道，对各区120多支冰雪队伍及市级冰球后备梯

队、滑雪后备梯队，政府每年给予经费投入。充分

利用有限的政府投入撬动市场更大的杠杆，充分

发挥社会俱乐部、学校、家庭、企业的作用，多方合

作创造良好环境，同时，积极搭建各种赛事平台，

例如每年举办青少年U系列赛事、冰球校级联赛，

通过赛事平台为青少年提供展示机会。

冰壶公开赛赛场上也活跃着许多从学校走出

的运动员。甘肃冰壶队全队都是从山西太原53中

学走出来的，此次交流到甘肃队。太原53中学是地

掷球传统项目校，“二青会”后通过地掷球和冰壶

共建，在学校开展冰壶运动，通过体教融合的模式

培养冰壶后备人才，短短4年时间已经初见成效。

以周苡竹为代表的山西“05”后单板滑雪“娃娃

军”在“十四冬”成功“破圈”。山西冬运中心主任黄海

宏表示，这些“娃娃军”是冬运中心从学校选拔的。组

队早期采取半天上课、半天训练方式，去年开始备战

“十四冬”后，集中上雪训练，统一管理。山西队以单

板滑雪为突破口，探索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从2019年

开始与中小学合作，有5所小学、4所中学被命名为冰

雪运动后备人才基地。

在花样滑冰项目中，社会俱乐部发挥了巨大作

用。广东选手戴大卫、刘玉萱、肖紫兮、何凌昊等优秀

运动员在少年时期都是从俱乐部起步，后期

师从高水平教练员，结合“开放办体育”

的理念，加上国内外参赛训练保障，

竞技水平得到飞速提升。

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

心冬季项目负责人宋忠熠表

示，广东冬季项目底子薄、

起步晚，一直探索在传统

体制和市场运营之间找

到一个契合点，既满足

各队伍安全管理、赛

风赛纪、反兴奋剂

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又不影响运动员高质量训练

环境，还要兼顾各项保障工作。队伍构成及备战

模式相对复杂，从传统体制内培养到俱乐部

合作、省市共建，再到选拔人才输送国家队，

广东希望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届冬运会广东是首次组团参赛，广

东队运动员在“十四冬”赛场上的表现

有力推动了冰雪运动的发展，“十四

冬”之后广东将继续着手布局冬季

项目，为体育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李晓洁

“十四冬”越野滑雪项目公开组和青年组共产

生18枚金牌。越野滑雪比赛技术代表于明岩介绍，

在去年12月底举行的“十四冬”资格赛中，共有28

个单位的371名运动员参加，其中22个单位的253

名选手进入“十四冬”决赛圈，而2016年冬运会时，

只有100多人参赛。“北京冬奥会后，这个项目确实

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于明岩说。

本届冬运会，重庆选手王强成为当之无愧的

王者。这位31岁的老将参加了全部6个项目的比

拼，夺得五枚金牌和一个第四名。连续作战的能

力、比赛中的体能分配、面对密集赛程的恢复调

整，都证明王强已经是一位优秀的越野滑雪选

手。在金牌之外，他也成为青年运动员的榜样，鼓

励他们勇敢走向世界赛场。

在女子组6个项目中，黑龙江、吉林、新疆瓜分

六枚金牌。其中，黑龙江获得四金，吉林和新疆各

得一金。和王强一样，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黑龙江

选手李馨、池春雪等越野滑雪“老面孔”，都在比赛

中展现了各自的竞争力，她们无惧年龄的增长和

伤病的困扰，用对越野滑雪的热爱继续在赛场发

光发热。同样是6个项目全勤的李馨，获得2金2银1

铜和一个第六名。北京冬奥会后，李馨经历了很长

的调整期，但是出于对项目的热爱，在体育精神的

激励下，她坚持了下来。

有“老面孔”的坚守，

也有新团队的突围。在越野滑

雪（公开组）女子团体短距离比拼

中，新疆队的巴亚尼·加林和迪妮格尔·

衣拉木江在最后时刻逆转夺金，拿到了新疆越

野滑雪项目的首枚金牌。22岁、练习越野滑雪4年左右的黑龙江

队选手陈玲双，在32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女子10公里冠军，

成为本届比赛的黑马。

越野滑雪是冬季项目的基础。“设置青年组比赛体现出越野滑

雪作为基础大项的重要性。”于明岩说，在设项上予以支持，各代表

队悉心培养，越野滑雪的参赛人数和参与地域正在逐渐扩大。“十

三冬”时，越野滑雪选手基本全部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十四冬”

参赛版图扩大到河北、天津、重庆、云南、贵州、福建等地。他们通过

跨界跨项选材、联合培养等方式，走上越野滑雪发展的快车道。

除了王强外，重庆队还有6名“05后”女将亮相青年组赛场。“我们

2022年5月正式组队，队员们上雪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她们能够拿到

‘十四冬’入场券，勇敢地站上决赛赛场，就已经成功了。”重庆市越野

滑雪队教练张岩认为，“十四冬”设置青年组比赛，能够让新生力量在

全国最高水平的舞台尽情展现、积累经验、快速成长。

青年组共产生六枚金牌，黑龙江队包揽了女子项目全部三枚金牌，

其中18岁的靳然获得个人短距离和10公里两枚金牌，她又与队友合作

获得4×5公里接力金牌。“我们的后备力量不在多而在于精，通过强大

的教练团队的培养，加上在训练生活上的细致管理，才能用短短三年左

右的时间就培养出靳然这样的几位优秀运动员，在‘十四冬’青年组大放

光彩。”黑龙江越野滑雪队教练王岩说，全队正处在新老交替阶段，本次

比赛老队员比得精彩，小队员青出于蓝。

与上届冬运会相比，“十四冬”越野滑雪项目在参赛人数和参赛单

位方面均有大幅提升，但是与冰上项目和其他热门雪上项目相比，越野

滑雪仍较为冷门。“五金王”王强的出现，让越野滑雪逐渐“破圈”。在乌兰

察布凉城赛区滑雪场，志愿者、工作人员、安保人员等都知道一位叫王强

的选手。偶像和榜样的力量，也激励着越来越多年轻的越野滑雪运动员

勇往直前。

决赛以5比4战胜福建队，河北小将发出欢呼。走下冰道，他们

情不自禁地与教练兼队友徐晓明拥抱，庆祝胜利。

从第一轮到决赛，11场比赛，河北小将们以全胜战绩获得冠

军，成为全场亮点。

以索契冬奥会第四名队伍成员徐晓明为主教练的河北

队，是2023年世青赛冠军，他们在去年的3站全国冰壶联赛

（“十四冬”资格赛）中一路高歌猛进，以一站第一、两站第

二、总排名第二的成绩获得总决赛资格，是一匹成色十足的

黑马。

这支参赛队伍中除了教练徐晓明，另外三名队员费学清、

李智超、谢兴银全部只有20岁出头，是参赛队伍中平均年龄最

小的，正因如此，河北队起初并未受到过多关注。

曾征战四届全运会、获得四次冠军的徐晓明是2022年11

月加入队伍担任主教练的，那时这支队伍已经获得过全国

冰壶冠军赛第三名，队员虽然才20岁上下，但很有一股子拼

劲儿，而且初经大赛，收获了些许自信。徐晓明的主要任务

是带队备战2023年世界青年冰壶锦标赛，最终他们收获了

冠军。在世界大赛上见了世面，收获了胜利，年轻的运动员

们再见大场面心态要沉稳得多，对徐晓明的执教更加信

服，这也让这支队伍更加默契、更加团结。

“十四冬”上，由于一名队员不能参赛，徐晓明“客

串”三垒。在9场循环赛中，河北队遭遇了国内主要强

队，胜负经常在毫厘之间，其中有4场比赛通过加局决

出胜负。难能可贵的是，最终胜出的都是年轻的河北

队，被其战败的队伍中包括由冬奥会阵容马

秀玥、邹强、巴德鑫、许静韬组成的黑龙江队。

半决赛中，他们再次以加局战胜吉林队，决赛

对手是冬奥会选手臧嘉亮和王智宇领衔的福

建队。

对于频繁出现加局的情况，徐晓明表示，策

略上就是这么定的———每场比赛前面打得简单

些，让队员适应冰面、赛场气氛和出手感觉，在

比赛后半段找机会。“最后时刻打的是心理，看

谁的心脏大，承受得住压力。”徐晓明说。

直接上场参赛，徐晓明可以在比赛中言传

身教。“我的核心思想是把打了20年冰壶的经验

传授给他们，队员们信任我，我怎么说他们就怎

么做，包括技术、战术、关键时刻的心理调节，让

队员们在实战中学习。他们也通过比赛一步步

去体会、去证明。总体看他们发挥出了应有的水

平，没有太大起伏，关键时刻顶得住，这是很大

的进步。”

“十四冬”表现出大将风范的河北队代表了

中国冰壶的新势力。展望2026年米兰冬奥会，徐

晓明坦言，冰壶是一项考验成熟心理、对综合素

质要求比较高的运动。以北京冬奥会参赛选手

为代表的老将们正值“当打之年”，大赛经验丰

富，河北队的选手们还太年轻，经验少，尚没有

足够能力去承受冬奥会的压力。他们的目标在

2030年，那时他们会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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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幕的“十四冬”上，一批新秀脱颖而出，得益于不拘一格的选材模式

多元培养筑牢后备人才地基

从世青赛冠军到全国冠军

新兴力量闪耀冰壶赛场

冰球青年组练兵显成效

从少到多 从北到南

越野滑雪打开新格局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青年组

男子冰球决赛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

中心举行。北京队（右）5比2战胜黑

龙江队（左），夺得冠军。图为

比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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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苡竹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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