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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0日，广东省体

育局召开广东省参加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总结会，总结“十四

冬”备战和参赛工作，表扬作出突

出贡献的运动队和个人，展望谋划

冰雪体育新周期工作。

广东冰雪健儿在“十四冬”上

共获得13金19银10铜。广东代表团

副团长，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崔

剑表示，要科学谋划冰雪体育发展，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强省建设

目标要求，抢抓“后冬奥”时代冰雪

体育战略发展机遇，以建设“北冰南

展”示范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广东冰

雪体育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提高冰

雪竞技水平，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不断拓展和强化冬季项目选材和

培养渠道，进一步优化冬季项目布

局，健全和完善冰雪体育人才发展

政策和保障、评价、激励、交流等制

度，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才发展

模式。要打牢冰雪体育发展基础，

提升广东冰雪运动组织建设水平，

进一步增加冰雪赛事数量、丰富赛

事类别、提高赛事质量，加大冰雪运

动场馆设施供给。要大力发展冰雪

体育产业，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不断

完善、丰富与广东国民消费水平相

适应的冰雪运动产品和相应的服

务体系，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冰雪体

育产业，积极推动冰雪体育与健康、

教育、文化、旅游等行业融合。

在“十四冬”获得雪橇金牌的

广东运动员彭俊越、自由式滑雪铜

牌得主黎睿霖均表示，接下来他们

将寻找自身不足，努力训练和备

战，争取能代表国家队征战包括米

兰冬奥会在内的各项赛事，为国争

光、为省添彩。

（黄心豪 王霄）

本报讯 2023—2024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平

行项目亚洲杯第三站比赛

日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

礼区万龙滑雪场举行，本站

比赛中国队共获得3金3银3

铜的好成绩。

亚洲杯第三站共有来

自中国、韩国、日本3个国家

的5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首

日进行了平行大回转项目

的比赛，中国选手白欣卉和

宫乃莹获得女子比赛的第

一名和第三名，男子组比赛

班学福夺得一枚银牌。第二

个比赛日进行平行回转项

目的比赛，中国队大获全

胜，包揽男、女子全部奖牌，

秦梓涵、班学福、孙欢获得

男子前三名，彭程、宫乃莹、

董雪获得女子冠亚季军。

在3月进行的三场亚洲

杯比赛中，中国队收获颇

丰。第一站韩国站比赛，中

国选手斩获3金1银3铜的佳

绩；在张家口翠云山站的比

赛中，中国队乘胜追击，将

全部4枚金牌收入囊中。中

国队通过参加三站亚洲杯，力争总积分

前三名，预计可获得8个下赛季世界杯

暨米兰冬奥会资格赛参赛名额。

（傅潇雯）

本报记者 刘昕彤

“你看，这周的活动

多丰富，我可以报名空中

瑜伽、快乐踢毽，还可以

给孩子报名少儿体能或

者少儿街舞体验课，都是

免费的，在下边扫二维码

就能报名。”住在北京东

城区永定门外街道的居

民郭芳边拿着手机报名

边向记者展示。在郭芳看

来，居住在永定门外附

近，自己的“晚8点”一直

都和运动相伴。“一个是

我们街道的文化活动中

心一直都有这样的运动

体验课让居民选择，丰富

了居民晚上的业余文化

生活，另一个是街道附近

的体育场地在不断增加，

街道努力利用城市的‘金

角银边’让健身场地离我

们越来越近。”

据了解，为了完善居

民“15分钟健身圈”，解决

“健身去哪儿”难题，永定门外街道

进行地毯式摸底，利用疏解腾退空

间建设了小型多样的公共体育场

地。原南站警务站属于无证类房

屋，2020年升级改造为笼式足球场

地；景泰十字路口的乒乓球长廊及

松林里篮球场也进行了翻修改造

升级，让居民的运动环境更加舒适

安全。在新整修的永定门公园，城

市古老的中轴线焕发了新生机，成

为附近居民的健身乐园，到了晚8

点，健步走、舞龙、广场舞，各类健

身群体让这里热闹起来，诠释着新

时代的健康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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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十四冬”备战参赛工作

广东科学谋划冰雪体育发展

本报讯 日前，伴随着成绩公

布和电子证书陆续发放，由国家体

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群体部联合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共同主办的全民健身线上运动

会———“迎新年 贺新春”全国老年

人体育健身系列活动落幕。

此次活动于2023年12月31日

开启，是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开年

的第一场“大戏”，举办时间涵盖元

旦、春节、元宵节，全国各地健身爱

好者踊跃参与，营造了全民健身氛

围，社会反响热烈。

据统计，活动在线上共吸引了

2.9万余人参与，参赛区域覆盖了

28个省区市，累计收到作品4368

部，累计投票1004995次，活动页面

总访问量达2293.2万次。活动页面

特别设置的“领取专属海报”功能

累计下载达2.3万次，广大健身爱

好者们通过制作、分享个人自定义

海报，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活动

页面开设的“课程学习”板块，推荐

了精彩的节目内容，向公众传播科

学健身理念和知识，引导人民群众

科学健身。

在活动页面的“新春寄语”板

块，广大健身爱好者们踊跃互动，

送出了超过5000条新春祝福。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是贯彻

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要求的

具体行动，对于推进“互联网+健

身”、丰富人民群众锻炼方式、服务

老年人健身需求、推动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发挥体育在丰富老年人体育

健身生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

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冯 蕾）

“迎新年 贺新春”全国老年人

体育健身系列活动收官
聚焦晚8点———聚焦晚8点———

晚8点是全民健身的黄

金时间。随着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水平不断提质升级，群

众“健身去哪儿”不再发愁，

科学健身有人带领，健身组

织越来越多，居民通过健身

获得的幸福感不断升温。近

日天气转暖，本报记者兵分

多路，以北京中轴线为中

心，走访了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钟鼓楼广场、东单体育

中心、天坛公园、永定门等

多个健身点位，感受春日里

全民健身的火热气氛。

北京中轴线上健身忙

本报记者 冯 蕾

晚8点，当城市的喧嚣逐渐退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逐渐火热。一群身着统一蓝色运动服装的“奥森跑团”成员，精

神抖擞地聚集在公园内准备跑步，他们也成为奥森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被前来健身的群众亲切地称为“奥森小蓝人”。

“平时非常热爱跑步和踢球，经常来奥森公园和奥体中心

跑步。目前为止累计跑量大概11000公里，在春节后开始恢复

跑步，月跑量大约350公里。”跑团成员古力觉得奥森公园的场

地非常适合进行长跑训练，自然环境让跑步体验更加愉悦，坚

持跑步的动力倍增。

“奥森小蓝人”们背景不同，却因为共同爱好聚集在一起。

他们定期组织活动，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奥森公园也为跑团

成员们提供了便利。公园内设置了智能跑道系统，可以实时监

测跑者的运动数据，并通过手机APP反馈给跑者。跑团成员可

以随时随地查看自己的跑步轨迹、速度和消耗的卡路里等信

息，更加科学地锻炼。一位跑团成员兴奋地告诉记者：“智慧体

育让我们跑步时更加智能化、个性化。我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状

况和训练目标，合理安排训练计划，提高运动效果，运动体验

感拉满！”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团”引领健身风尚

本报记者 顾 宁

抖空竹、踢毽子、玩轮滑，在鼓楼和钟楼之间的钟鼓楼

文化广场成为每天晚上市民的健身角。“如果问离健身场

地最近的是谁，我想一定是我们了。”家住钟鼓楼广场旁边

赵府街的范大爷说，“出家门不到1分钟就到广场了。虽然

每到节假日这里都会人流熙攘，有很多前来留影拍照的游

客，但每到夜幕降临，游客离去，平坦宽阔的广场对我们而

言就是健身的好去处。”

每天，钟鼓楼广场都有很多市民进行形式多样的文体

活动。范大爷说：“我孙子每天放学后都会在广场上和轮滑

教练学习轮滑，和同学一起跳绳，我们胡同里的老朋友会

一起抽陀螺、舞彩龙旗，每天晚上收拾好都会来这儿，一天

不来都觉得缺点什么。”每天晚8点健身已经成为附近居民

的生活习惯。

除了健身业余爱好者，附近居民也不乏专业人士。家

住附近的社体指导员李锦染经常组织健身气功爱好者一

起练习八段锦。她说：“因为大家都住在周围的胡同，离广

场很近，每周会有四天晚上一起练习，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还可以一起报名参加八段锦比赛，为业余生活增添了乐

趣，同时也增进了邻里关系，我也可以发挥专业力量带动

大家一起科学健身。”

鼓楼：这是离家最近的健身场

本报记者 王子纯

东单体育中心是街头篮球的“圣地”，也是篮球爱好者

热衷的运动场。每年夏天标志性的“下站东单”街球盛事，

将全国各地热爱篮球的年轻人汇聚在这里，燃动每个夜

晚。“设施齐全，场地打造得很酷炫，周围有很多观众，现场

气氛十分热烈。”去年8月，来自北京的篮球爱好者唐安静

受邀参加了这项赛事，回忆起来她仍然非常兴奋：“我们想

尽可能展现女性在篮球运动中的风采，比赛确实也很激

烈，有一些进球让人叹为观止。希望今年能继续，我已经迫

不及待了。”

一直以来，东单体育中心都是附近居民和上班族的健

身聚集地，去年东单体育中心完成改造，室内各项硬件设

施提质升级。拥有1个50米标准游泳馆、2个乒乓球训练

馆、2个网球馆，1个羽毛球馆、1个篮球馆、1个室外足球

场、7个室外篮球场，是北京市中心内规模最大、活动项目

最多、功能最齐全的体育场馆。为了向健身群众提供更优

质服务，还开通了线上预约场地功能，市民通过“京体通”

小程序即可完成操作，智慧化升级推动健身设施从“有”

向“优”转变。

东单体育中心：街头篮球玩出“范儿”

本报记者 轧学超

初春的天坛公园，红墙青砖，静待花开。每到晚上8点，

60岁的陈吉就会按时来到天坛公园内的健身角，踢腿、下

蹲、拉伸，几个简单动作过后，陈吉展现出不错的身体柔韧

性。他一边热身，一边和旁边的朋友聊起了这几年健身的

感悟。“以前，这里的健身设施很少，大家来健身，最多就是

溜达，再看现在公园里的健身设施增加了很多，健身路径

器材也不断更新换代，人们可以参加的健身项目也越来越

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天。

除了充足的健身设施供给，推进全民健身还需要专业

的组织和指导。在天坛公园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服务群众的

社体指导员，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免费为周围居民提供科学

健身指导，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住在天坛公园附近的聂

浦佳为他们竖起大拇指，他说：“天坛公园最吸引人的不仅

是健身氛围好、离家近，而且有着可以信赖的社体指导员，

他们的无私奉献、专业指导，为大家运动健身起到了示范和

带动作用，让古老的天坛变得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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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公园：“天坛大爷”显身手

3月20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二道桥社区联合辖区商城开展拔河比赛，倡导全民健身，享受春日暖阳。图为居民和

商户参加拔河比赛。 新华社记者 王菲摄

新华社记者 杨 帆

八家寨小学位于河北省迁安

市彭店子镇，是个燕山南麓的农村

小学，每年会有来自周边五个村子

的几十个孩子入学。目前全校学生

不到四百人，但每个人都会打乒乓

球。

从二十多年前拥有第一张球

桌开始，八家寨小学的历任老师们

心中就有了一个信念，要让乒乓球

运动在学校开展下去。

已是满头白发的窦国兴，是八

家寨小学的一位退休校长。“1992

年我来到这里当老师，当时学校硬

件条件较差，没有一位体育教师，

体育课都是其他老师换着上。”他

回忆说。

因为没有专业教师，体育活动

局限于广播体操、跑步和投掷类运

动。因为空间不够，同学们只能挤

在校园里一块坑洼不平的土“操场”

上，跑步则在村里的土路上进行。

2001年，学校买了第一张乒乓

球桌。“恰巧当时来了一位支教的

体育老师，学校选了3个学生跟着

练习乒乓球。”窦国兴说，“两年后，

学校又购入一张乒乓球桌，成立了

一支乒乓球队，每天放学后练两个

小时。”

越来越多学生想参与学习乒

乓球，但困难悄然而至———由于支

教期满，那位体育老师离校返城

了。之后八家寨小学外聘过一段

时间教练员，但因为资金不足，不

久外聘教练员离职，想练球的学生

们又没人带了。

“一面我们各处寻求帮助，借

款筹钱，一面由体育老师张洁承担

了所有训练任务，场地和设施成了

师生们最盼望的。”八家寨小学校

长梁晓峰说。

2003年，在全体教职工参与建

设下，一个80平方米的“球馆”在校

园一角落成了。尽管这间屋子冬

冷夏热、光线昏暗，但因为放得下6

张球桌，让老师和同学们兴奋了好

久。

“坚持开展乒乓球运动，是想

让孩子们多一技之长。”梁晓峰说，

“因为教师力量不足，最开始训练

成绩不好，很多家长不让孩子练

了。我们逐户家访，同时向各级部

门争取资金，改善训练条件。”

一年后，八家寨小学成为“全

国基层小学幼苗杯乒乓球协会会

员单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学

校组织了一支4人的队伍，前往天

津市参加“全国基层小学幼苗杯乒

乓球比赛”，一名女队员拿到了女

子乙组的单打冠军。

“村里孩子在全国比赛拿了冠

军!”张洁说，队员“一战成名”的消

息传遍乡里，吸引越来越多孩子开

始练球。近年来，随着队员们在多

项大赛中崭露头角，学校争取来了

更多资金支持，对训练厅进行了改

造，还引入体育教师来充实教练队

伍，校园乒乓球运动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

2015年，这个农村小学将乒乓

球运动纳入校本课程。体育课上，

教师们会讲解乒乓球运动发展史，

教授乒乓球基本技术动作。结合网

络教学资源，课后训练越来越专业。

张洁说：“孩子们成长中有了

更多收获，多了一个走出农村的机

会，这一点上我们成功了。”

坚持二十年

这所农村学校让乒乓“种子”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