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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2月18日，国家副主席韩

正在北京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韩正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巴赫主席任内为促进国

际奥委会和中国间的合作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主

席对巴赫主席和国际奥委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哈

尔滨亚冬会刚刚圆满落幕，为世界呈现了一届“中国

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高水平冰雪运动盛会。

中方一贯重视发展体育事业，积极参与国际奥林匹克

事务，愿在更多领域同国际奥委会深化合作，共同推

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团结和进步

作出新贡献。

巴赫祝贺哈尔滨亚冬会取得圆满成功，感谢中方

对国际奥委会的长期支持，表示国际奥委会愿同中方

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取

得更大成就。

本报记者 傅潇雯

随着亚冬会在哈尔滨成功举办，这座素有

“冰城”之称的城市再次成为冰雪运动的焦点。

去年已经火了一把的“尔滨”在这个冰雪季延

续着超高的人气，整座城市因为亚冬会而沉浸

在一片冰雪运动的热潮之中。亚冬会不仅是亚

洲冰雪健儿的竞技舞台，更成为进一步点燃哈

尔滨冰雪运动热情的火炬，让推广普及冰雪运

动带动全民健身走向纵深，让“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得以巩固和扩大。

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冰雪运动的热潮

随处可见。在松花江江面、市区公园、广场空

地、校园操场、内河内湖等场地，当地建设了

500余处群众身边的冰雪运动场地。

在香坊区的黛秀湖冰场，每天清晨都有

不少群众带着冰鞋来这里滑冰。在这块公益

冰场上，不仅有花甲之年的冰球老人挥动着

球杆在冰面纵情驰骋，还有很多初学者在这

里练习滑冰。很多家长拉着小朋友玩冰爬犁、

抽冰尜，感受着最纯粹的冰雪快乐。这样的冰

场，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冰城”还有很多。这个

冬天，哈尔滨浇建了80余处室外公益冰场，在

松花江两岸打造了4条越野滑雪体验线路，利

用居民社区、校园操场、城市中心公园广场

等，不断开辟冰雪运动的新场地。

距离哈尔滨市区200多公里的亚布力阳

光度假村滑雪场，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发烧

友”。在这个雪季，哈尔滨往返于亚布力的高

铁动车一座难求，带着雪具上火车，成为年轻

人新的“乘车时尚”。

“瞧！那就是亚冬会越野滑雪比赛的场

地。”薛帅从山上娴熟地滑下，刹停时激起层

层雪雾，他指着旁边的场地对同行的朋友说

道。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骨子里的“冰

雪基因”让薛帅从小就喜欢上了滑雪。因为亚布力雪道的多样

性，他每年冬天都要来这里滑很多次。“我们在群里提前约，朋

友们凑一起从哈尔滨开车来滑一个周末。冬天我们就用这种

方式来聚会。”薛帅说，现在来亚布力滑雪的人非常多，经常

能在雪具大厅里看到一些带南方口音的滑雪者。

“早就计划好要在这个冬天来哈尔滨当一回南方‘小土

豆’。我去了冰雪大世界，滑了冰滑梯，还去‘大冰箱’里滑了

雪。”亚冬会期间从湖南专程来哈尔滨游玩的马金超感叹不

虚此行，“第一次走进室内滑雪场，温度适宜，坡度也很友好。

滑雪确实好玩儿！”马金超体验的是拥有8条不同坡度雪道的

哈尔滨热雪奇迹室内滑雪场。“我们不断打造‘滑雪+’新场

景、新业态，日均接待游客八九百名。”场地负责人说。如今，

人们来哈尔滨不仅赏冰灯看雪景，越来越多的群众还走进冰

场雪场，成为冰雪运动的参与者。从“赏冰雪”到“上冰雪”，这

种转变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冰雪运动观念的转变，更展现出群

众冰雪运动蓬勃发展的态势。

冰雪场地四处开花，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火热澎湃，亚冬会

的场馆也将在赛后助全民健身一臂之力。“本届亚冬会后，各

场馆将向社会开放，在专业培训、举办赛事、促进群众性体育

事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亚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哈尔滨市市长王合生说。

哈尔滨在这个冰雪季还组织开展了100余项冰雪节庆赛事

活动。据了解，哈尔滨通过串联各大景区、场馆、赛事，推出“跟着

赛事去旅行”精品线路，连同冰雪大世界、雪博会、游园会、嘉年

华等，除了展现冰雪魅力，为群众带来全方位、多层次的不同体

验，还进一步拓展了冰雪旅游版图，为“冰雪热”再添一把火。亚

冬会后，哈尔滨将接续举办“市长杯”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亚

洲速度滑冰马拉松、越野滑雪马拉松、冬季铁人三项世界杯赛等

高水平赛事，积极承接冠军赛、锦标赛、分站赛、巡回赛等专业赛

事，打造特色赛事品牌。哈尔滨还将聚焦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

雪体育示范区建设，推出包括雪地自行车、雪地足球、冰球等在

内的上合冰雪体育赛事，让冰雪赛事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田 洁

黑龙江，中国最早开发冰雪、运营冰雪的省

份，是中国现代冰雪产业的肇兴之地。这里冰雪

产业根基深厚。黑龙冰刀伴随着一代代冰雪健儿

的成长，见证了我国冰雪运动发展历程，并成长

为知名国产品牌。

一直以来，黑龙江高度重视冰雪装备产业发

展。截至目前，已拥有一大批冰雪装备制造企业，

具有冰刀冰鞋、滑雪板、索道、拖牵、雪地摩托、造

雪机、冰雪娱乐器材等多种冰雪装备生产能力。

牡丹江劲道冰雪科技、佳木斯同江赫哲远鹏、七

台河百凝盾运动装备等一批优质冰雪装备制造

企业落户龙江，哈尔滨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业园

区、齐齐哈尔冰雪装备产业园区、七台河冰雪经

济产业园等加快建设，曾经的老工业基地正因澎

湃的冰雪热情焕发出装备制造的新活力。

在哈尔滨举办亚冬会之际，黑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副厅长王学峰介绍了黑龙江蓬勃发展

的冰雪装备产业情况。这片冰雪资源丰富、工业

体系完备的黑土地，正凭借自身优势，在冰雪装

备领域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借助哈尔滨冰雪旅游成为“顶流”和举办亚

冬会的契机，黑龙江的冰雪装备产业展现出强大

的市场影响力和创新活力。比如，宇峰索道的拖

牵产品成功进入亚冬会赛场，巩固了国内领先地

位；赫哲远鹏全地形雪地摩托车已出口到10多个

国家和地区；劲道冰雪科技、百凝盾等一批冰雪装

备领域优质企业陆续落地龙江，冰雪装备产业呈

现集群发展态势。

随着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的成功举办和“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的不断巩固和扩大，

冰雪装备市场需求还将急剧增长。王学峰介绍，下

一步，黑龙江省将紧抓举办亚冬会带来的时代发

展机遇，借助龙江冰雪旅游火爆之势，聚焦冰雪装

备核心技术、重点产品、重点需求、重点环节，加快

先进适用冰雪装备的研制生产，推动产业集聚，拓

展市场领域，多措并举，着力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

质量发展。同时，还将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和高校院

所加强科技创新，持续推出更多高精尖以及大众

冰雪装备产品，不断做大做强；推动产业园区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招引更多国内外优质企业和项目；

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商务合作，提升龙江冰雪

装备企业知名度与品牌效应；加强标准化体系建

设，以标准引领行业创新升级；用好用足国家和黑

龙江省支持冰雪经济发展政策，推动政策更好发

挥实效，激发冰雪经济发展活力。

在冰雪产业的广阔天地里，黑龙江省正抢抓

战略机遇，凭借自身优势，从加强科技创新、打造

品牌、完善标准体系等多方面发力，推动冰雪装备

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正张开双臂，引资兴

业，携手合作，共同开创冰雪产业的美好未来，实

现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广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崔 剑

2025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十

五运会的决胜之年。广东体育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省“两会”和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决策部署和工

作要求，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决战决

胜的昂扬姿态，全力以赴办好第十五届全国运动

会，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启动

“十五五”谋篇布局，以建设更高水平体育强省为目

标，统筹推进广东体育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实

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体育新篇章。

新时代赋予广东体育新使命

新时代，党和国家将体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重要”的重要论述不仅

全面深化了对体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赋予了体育

鲜明的政治属性，更精准定位了体育在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伟业全局中的关键角色。广东作为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承担着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任务，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

的战略部署，也对发展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广东

体育将毫不动摇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勇挑更

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的政治重任，成为与时代脉搏

同频共振、与民族复兴同向而行的生力军。

新使命明确广东体育新职责

对标“四个重要”，要在更高站位上统筹推动

体育事业全面、系统、协调发展，让广东体育的创

新实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一幅靓丽的图

景。

以先行之志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做好高质量发展的“活化剂”。

切实提升“跳出体育看体育、跳出体育干体育”的发展观，充分发挥体育服务

个人、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多元价值功能，抢抓体育消费新增长点和体育

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的关键作用，构建更加开放的发展格局，引入更加丰富的

参与主体，促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发展、文明进步。

以开拓之勇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好区域协同发展的“融合器”。

围绕打造重大赛事活动承接地、国际体育组织区域总部集聚地、高水平运

动训练基地、运动医学与健康促进中心、体育教育与科技创新中心、体育

高端智造与商贸会展中心，建设世界级的体育湾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不断激发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进一步丰富“一国

两制”实践内涵。

以示范之责构建更高水平体育强省，做好体育强国建设的“粤标杆”。

广东始终保持改革锐气，增强改革本领，着力提升抓好改革落实的能力，

敢于、善于同影响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内外因素进行坚决斗争，在创新广

东体育改革思路、目标、方法、措施的基础上，带头拼、加油干，奋力打开广

东体育改革发展新天地。

新职责呼唤广东体育新作为

全力以赴做好十五运会办赛参赛工作，为伟大复兴聚气。坚持“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贯彻“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携手港澳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筹办工作，努力打造一场彰显国际标准、中国气派、

岭南风韵的运动会。扎实推进备战参赛精细化管理，健全战时指挥体系，加

强粤港澳协同备战和省市协同作战，推动“揭榜挂帅”落地落实，确保完成运

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任务目标。 （下转第二版）

新年开新局 实干谋新篇

本报讯 2月18日，2025年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第三站）在山东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田径馆开赛。广

东短跑名将苏炳添在男子60米决赛中跑出6秒65，夺得冠军。

苏炳添在暂别赛场多日之后再度复出，迎来“全运年”的赛季首秀。60米决赛，苏炳添第四道出战，同组

对手有石雨豪、隋高飞、陈冠锋等名将。比赛开始，苏炳添的起跑反应为0.153秒，途中跑苏炳添同第二道的

王胜杰几乎并驾齐驱，最后冲刺阶段苏炳添略微领先，以6秒65的成绩率先完赛。山东选手陈国臣以6秒67

获得亚军，另一位山东选手王胜杰以6秒68获得季军。

赛后，苏炳添在个人社交媒体宣布本场比赛是他职业生涯60米项目的收官之战。“再次回到赛场，还是

很感慨，回想20年前第一次参加室内赛，过去的种种都成为回忆。以6秒65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

60米比赛。感谢赛事组委会和一直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接下来会继续努力恢复好身体机能，争取在家乡

的粤港澳全运会站好最后一班岗。”

其他几项比赛中，16岁的浙江小将陈妤颉以7秒26夺得女子60米冠

军，把她本人保持的亚洲少年纪录提升了0.01秒。全国室内、外纪录保持

者广西队的刘德助以1分50秒42夺得男子800米冠军。安徽名将王春雨以2

分06秒82将女子800米金牌收入囊中。广东选手曾亮在男子撑竿跳高决赛

中以5.15米的个人最好成绩夺金，队友李喜盈以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

女子撑竿跳高冠军。男子跳远和女子跳远的金牌分别归属山东队高培淇

和北京队张妍。山东队郑驰宇和黑龙江队左思雨分别在男、女400米比赛

中摘金。 （李东烨）

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涛摄

6秒65苏炳添60米收官战摘金

韩正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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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冰刀起步到产业集群

黑龙江冰雪装备华丽转身

苏炳添（中）在比赛中冲线。 新华社发（李傲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