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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运会期间，我省有 111个集体、85名同志被授予2017-2020年
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2个集体、1名同志被授予全国体
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
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每四年在全国运动会期间进行表彰。

2021年是“体育大年”，
东京奥运会、陕西全运会等国
内外大型综合赛事接连上
演。辽宁体育健儿全线出击，
在国内外赛场争金夺银，捷报
频传。备战北京冬奥会，辽宁
冰雪健儿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辽宁体育统筹推进竞技体
育、群众体育及体育产业等方
面工作，积极发挥体育在辽宁
振兴发展中“强身体、鼓干劲、
促振兴”的作用。为展现辽宁
体育新亮点，本报今日推出辽
宁体育年终盘点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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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辽宁有 25 名运动员、35
名教练员及辅助人员进入国家队，
参与 5 个大项、近 50 个小项的备
战，参赛人数、参赛项数均创历届
新高，排名全国前列。

备战冬奥会的辽宁运动员分
布在 4 个大项 6 个分项上，其中 13
名运动员已经基本确定参赛，10余
名队员在争取参赛。

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冬季运
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冬 29 日向
记者表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项目有 3 名辽宁运动员正在备战，

分别是徐梦桃、贾宗洋、王心迪，该
项目也是我国征战北京冬奥会的
重点夺金项目，这 3 名运动员将全
力拼争金牌。”

作为该项目的“世界杯赛场
第一人”，徐梦桃唯独缺少奥运金
牌。2010 年，首次参加冬奥会的
徐梦桃获得第六名；2014 年索契
冬奥会，作为夺冠大热门的徐梦
桃最终收获银牌；2018 年平昌冬
奥会，徐梦桃在比赛第二轮出现
失误，最终排名第九。在男子项
目上，贾宗洋在前两届冬奥会遗

憾地与金牌擦肩而过，分别收获
铜牌和银牌。

在个人第四次冬奥会之旅，徐
梦桃和贾宗洋都期待在北京冬奥
会赛场如愿摘取金牌。

此外，来自辽宁的单板滑雪
大跳台运动员杨文龙、速滑运动
员韩梅、冬季两项运动员程方明、
越野滑雪运动员陈爽、雪车运动
员孙楷智等，均已取得北京冬奥
会参赛资格，他们在各项目国家
队中处于主力位置，将为拼争奖
牌而战。

冬奥赛场 参赛人数排名全国前列
2021 年，辽宁继续奋力打造冰

雪强省。一方面广泛开展群众性冰
雪赛事活动，推动我省冰雪运动的
普及、发展；另一方面以冰雪产业为
突破口，大力发展我省体育产业，助
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王海泉
29日向记者表示：“近年来，省体育
局坚持以‘冰雪辽宁’建设为主题，
充分发挥冰雪运动协会等社会组织
作用，积极开展群众性冰雪系列赛
事活动。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项目
中心开展的‘全国冰雪季’‘大众冰

雪欢乐周’等活动为引领，以‘辽宁
省全民冰雪运动会’‘辽宁省百万市
民上冰雪系列活动’两大赛事活动
为平台，全面推进我省群众性冬季
运动的普及和提高。”

王海泉表示，“辽宁省全民冰雪
运动会”侧重于冬季项目四季化开
展，积极推进冰雪运动进机关、进校
园、进军营、进厂矿、进社区、进农
村、进家庭的“七进”活动；“辽宁省
百万市民上冰雪系列活动”侧重于
利用室外冰雪场地组织开展便民、
惠民的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

目前，我省每年组织的省本级
大型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超过 200
场次，直接参与者达数十万人次，覆
盖百万人群、影响千万人。

此外，冰雪产业在促进我省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完善和提高体育
公共服务供给、拉动体育旅游与消
费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接下来，我省将以冰雪产业为
突破口，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一是要
扩大冰雪运动制造业规模和服务供
给；二是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实施
品牌与规模化战略。”王海泉说。

全面转身 打造冰雪运动强省

东京奥运会上，辽宁运动员获
得 2金、3银、2铜，这个成绩超过了
5 年前里约奥运会的 2 金、2 银、3
铜。目前，辽宁共有31人获得30枚
奥运金牌，全国排名第一。此外，12
名注册在外省市的辽宁籍运动员
获得 13 枚奥运金牌。这也是辽宁
体育对国家奥运战略的一大贡献。

东京奥运会，共有27名辽宁运
动员参加了15个大项、20个小项的
比赛。赛前省体育局提出“拼争 2
至 4 枚金牌”的目标。最终辽宁运
动员夺得两金，而这两枚金牌都有
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赛艇女子四人双桨比赛中，
崔晓桐和队友配合夺得冠军。这
是时隔13年、3届奥运会后，中国代
表团在该项目再获金牌。这枚金
牌是中国赛艇历史上第二枚奥运
金牌，也是东京奥运赛场中国赛艇
队获得的唯一金牌。

刘洋夺冠更具里程碑意义，
这是辽宁体育在奥运会历史上获
得的第一枚体操金牌。这样，辽
宁运动员在奥运赛场（含冬奥会）
的 夺 金 项 目 由 射 击、田 径、乒 乓
球、羽毛球、排球、赛艇、击剑、举
重、摔跤、柔道、跆拳道、自由式滑
雪 12 个大项，增加至 13 个大项，
这是辽宁运动员在奥运赛场的重
大突破。

辽宁省体育局负责人表示，巴
黎奥运周期，辽宁体育在基础大项
上将为国家队输送更多的优秀运
动员，同时会继续强化重点运动员
的保障工作，确保重点运动员稳步
提升成绩；在乒羽、重竞技等项目
上，继续挖掘、培养并向国家队输
送优秀运动员，继续做大做优传统
优势项目，持续打造奥运赛场稳定
的奖牌点、夺金点；在总体战略上，
进一步优化项目布局，狠抓训练、

强化保障，全面提升训练水平及核
心竞争力，保持并提升辽宁体育大
省地位，在“奥运争光”战略下展现
辽宁力量。

该负责人指出，辽宁体育将持
续在“三大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上
发力，全力为国家队输送优秀球
员，努力帮助“三大球”等集体球类
项目国家队稳定状态、提升战斗
力，助力中国“三大球”在巴黎奥运
周期打个翻身仗。

东京赛场 两枚金牌含金量足

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上，辽宁共有 551 名运动
员参加陕西全运会的角逐。辽宁体
育代表团克服重重困难，夺得22枚
金牌，实现了“夺取金牌（超过上届
的21枚）+有影响力”双战略目标。

本届全运会，辽宁运动员参加
了31个大项、39个分项、239个小项
的比赛，最终获得 22 枚金牌、16 枚
银牌、22 枚铜牌，总计 60 枚奖牌。
辽宁运动员共在152个小项中进入

前八，总分 1351 分，与上届全运会
相比战绩稳中有升。在全运会最受
关注的比赛——U22 男篮决赛中，
辽宁男篮力克老对手广东队，继第
十三届全运会之后再获金牌。男子
篮球项目可谓全运赛场分量最重的
一枚金牌，辽宁队成功卫冕引发普
遍关注，社会反响强烈。

如果说辽宁男篮金牌之“重”在
于影响力，辽宁女乒的金牌则“重”
在突破上。在乒乓球女子团体赛

中，由陈幸同、王艺迪、李佳燚为主
力的辽宁女乒一路战胜3位奥运冠
军王曼昱、孙颖莎、陈梦领衔的黑龙
江队、河北队、山东队，历史上首次
获得全运会冠军。之前，在王楠、郭
跃两位奥运冠军均在队中时，辽宁
女乒在全运会女团比赛中的最好成
绩是第三名。

在关注度高的项目上夺冠，其
影响力已超出金牌本身，展现了辽
宁作为体育大省、强省的深厚底蕴。

全运赛场 实现“金牌+有影响力”目标

今年2月，《体教融合 振兴发展辽宁三大球实施意见》
正式印发，这是全国第一个省字头的“三大球”发展文件。
以此为契机，开启我省“三大球”振兴实施工作和体教融合
的各项工作，全面启动足球“辽小虎”重塑计划、篮球“黄金
一代”培养计划和排球“精英腾飞”计划，狠抓青训，夯实辽
宁“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根基。

今年 4 月，辽宁男篮获得 2020-2021 赛季 CBA 联赛亚
军；辽宁“三大球”在陕西全运会获得5枚金牌、1枚铜牌。6
月 17 日，辽宁木子宏成男子排球俱乐部成立，辽宁“三大
球”6支队伍实现职业化全覆盖。

男篮引领振兴
“三大球”之路

2021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全省建设1000个
农民体育健身设施，800套城市健身路径，400套球类设施，
5000套冰嬉器材。此项工作已经高质量完成。

2021 年，我省创新举办“攀登辽宁”“舞动辽宁”“奔跑
辽宁”等十大全民健身系列品牌活动，引领群众体育蓬勃
开展。全年组织开展区县级以上规模的大型群体活动超
过2000场次，覆盖1800万人。

十大全民健身活动覆盖
1800万人

据省体育局今年上半年统计，2019年（最新统计年）辽
宁省体育产业总产出（总规模）为 1064.44 亿元，增加值为
361.76亿元，占当年全省GDP比重1.46%，增加值同比2018
年度增长7.4%。其中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为218.25亿元，占
比为60.33%。

2021 年上半年，沈阳市和大连市被评为首批国家级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目前，我省共有国家级体育产业示
范项目 2 个、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2 个、国家级体育
运动休闲小镇试点单位 3个，67个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项目）。

体育产业增加值
达361.76亿元

10 月 29 日，省体育局向鞍山市授予“辽宁奥运冠军之
城”。在东京奥运会上，鞍山运动员刘洋、马龙、李雯雯、李俊
慧、肖嘉芮萱、王简嘉禾、许颜书获得4金1银1铜、两个第四
名、一个第五名的优异成绩，打破了 3项奥运会纪录。鞍山
市体育人才辈出，自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相继涌
现了姜英、宋妮娜、郭跃、于洋、杜婧、李晓霞、马龙、孙玉洁、
刘洋、李雯雯10名奥运冠军和15名世界冠军，是极具体育活
力的城市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奥运冠军之城”。

鞍山荣膺“奥运冠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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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朱才威 李 翔 采写

王简嘉禾在东京奥运会
女子 1500米自由泳预赛
中，以15分41秒49的成绩
打破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2021 年辽宁 35个大项
参加全国比赛，共获得金牌80
枚、银牌59枚、铜牌75枚，奖
牌总数214枚。

2021年辽宁运动员代表
中国参加世界比赛共获得4枚
金牌、3枚银牌、4枚铜牌，奖牌
总数11枚。

十四运会开幕式上，辽宁体育代表团入场情景。 徐梦桃在本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上发挥出色。

在东京奥运会赛场，我省选手刘洋荣获体操男子吊环项目冠军。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赛场，辽宁男篮蝉联冠军。

2021年，我省全民健身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