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起来“三亿人上冰雪”加我一个

冰天雪地的东北是孩子们天然的游乐
场。

每到冬天，最困难的事就是从热被窝里
爬起来，而下雪是最好的起床号。还真是很
有胜负心呢，临睡前看到窗外飘雪了，赶紧去
调闹钟，把平时捡到的破草帽和形状滚圆像
眼睛的小石头找出来预备好，就想抢一次“大
院堆雪人冠军”。可每次急急忙忙穿好衣服
跑出门，总能看到更早起的孩子已经快把雪
人堆好了。如果谁家的爸爸愿意一起出来堆
雪人，谁家的妈妈肯贡献出一段胡萝卜给雪
人当鼻子，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了。

雪后的校园操场又大又平，太适合打雪
仗了。看冬奥，听解说员说到一个词叫“冰
感”，一下子就有了共鸣。再没有运动天赋的
东北孩子，也总会打跐溜滑吧。只要堆过雪
人、打过雪仗的孩子，都知道啥样黏度的雪适
合滚雪球了，怎么握出来的雪球才能飞在空

中不会散，打到人身上结结实实。
抽冰尜和滑冰车是男孩们更擅长的

游戏。
冰尜是类似陀螺的形状，大多用木

头削成，玩的时候先让它在地上转起来，然后
用手里的小鞭子去抽冰尜的底部，让它不停
旋转，动作既需要力气又要有准度。抽冰尜
入迷的男孩，总有一个特别的标配——长长
的鼻涕来不及擦。

冰车，是一块木板，下面有两条系着铁棍或
者铁丝的木腿，人坐着或者蹲在冰车上，手里拿
两个尖的木棍或者铁棍在冰上滑行。玩冰车，不
仅需要家里有个手巧的父亲，还要有面积更大的
冰面，家门口通常不行，得跑到远一些的河边去。

冬天里还有一件更盼望的事，就是赏冰
灯。城市里每一个大一点的公园都有元宵节
冰灯会，从腊月开始，工程就开始了，每次路
过公园门口，看着冰块陆续变成冰雕，心里的
期待也一天天地长大。家里的老人翻看新一
年的历书里，如果打春早，总会念叨一句，“正
月十五的冰灯怕是站不住啰。”

现在的冬天远没有二三十年前寒冷了，每
次怀旧，总有个话题是“冰车冰尜不见了”“连
一场痛痛快快的雪仗都很难打起来了”。但这
几年不一样了，室内冰场、城市远郊的滑雪场
越来越多了，一位周末总去滑雪场的朋友跟我
说，今天的孩子玩起冰雪来跟我们小时候没什
么不同，雪场里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有
太多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滑得很好
了。很羡慕今天的孩子，可以有更
多的机会，更长久地守护嬉冰弄雪
的乐趣。

看完这届冬奥，更是觉得他
们不仅滑得好，还玩得更开心、
更自在。4岁学滑雪、17岁登上
奥运领奖台的“小拴子”苏翊
鸣，最后一跳不听妈妈的话、挑
战最高难度的谷爱凌，展现着今
天的年轻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
这态度是时代赋予的，或许也是冰
雪赋予的——

童年的冰雪，一生的晶莹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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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虎年春节遇上北京冬奥会，
这个雪季里我省各个冰雪大世界、滑
雪场人气火爆，冰雪项目成为游客和
市民假日出游的热选。

据沈阳奥体冰雪嘉年华负责人马
兆海介绍，当年办奥体冰雪嘉年华的
初衷，主要是考虑到偌大的奥体中心
每年 10 月到第二年 3 月基本都是闲
置，适值 2015 年北京申办冬奥会成
功，奥体冰雪嘉年华也就乘势而上。

“当时市内基本没有做冰雪项目的，我
们第一年品牌还没有打响，虽然社会
效益不错，但经济上是赔钱的。我们
总结了经验教训，第二年就可以做到

基本持平，第三年就开始盈利了。”马
兆海告诉记者，自从冰雪嘉年华走上
正轨之后，效益非常可观。“尤其是今
年，因为冬奥会的缘故，人特别多。”

沈阳奥体冰雪嘉年华自大年初一
开门迎接游客，春节期间日平均接待
游客超过 1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欢乐雪圈世界、时空隧道冰滑梯、七彩
滑道、快乐大转盘等热门网红项目的
入口处，每天都会排起“长龙”。“奥体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守着地铁，
市民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比较方便。这
里成了孩子们的冰雪游乐园。”马兆海
如此表示。

马兆海：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冰雪乐园

“冰球这项运动，特别锻炼人的意
志，而且还充满了乐趣。我们常说，冰
球能让男孩变成男人，也能让男人变成
男孩。”雷奥体育PINKRINK冰上运动
中心冰球教练梁传博这样告诉记者。

梁传博告诉记者，冰球除了可以
强身健体，锻炼灵活性、敏捷性之外，
在塑造性格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影
响。“冰球是一项团队运动，通过打冰球
能够认识到只有信任队友、相互配合、
共同合作才是成功的关键。有助于孩
子学会担当，培养坚持和勇敢的意志
力。在经历过冰球比赛的输赢后，今后
也能更好地面对跌宕起伏，面对生活中
的成功与失败。”梁传博如此表示。

据梁传博介绍，现在沈阳参加冰
球培训的孩子有三四百人，最小的 4
岁，最大的 16 岁，坚持训练时间最长
的已经有9年左右。

梁传博：冰球让男孩变成男子汉

在北京冬奥会激战正酣之时，越
来越多滑雪视频在网络上出现，看到
滑雪者在雪面上旋转、跳跃，人们在为
他们精湛技艺所折服的同时，也不禁
猜测，这些跟拍的摄影师，莫非才是真
正的滑雪“大神”？

实际上，在很多专业的滑雪视频
里，滑手和摄影师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滑手负责展现技术特点，摄影师负责
把这些炫酷的镜头有效地记录下来，
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跟拍摄影师需
要用到的技术并不是那么的复杂高
深，但是对熟练度的要求比较高，依靠
自身的滑雪经验做出临场反应、保持
脚下的平衡才是工作的重点。手中设
配的拍摄角度、对滑手滑行路线的预

判、雪道上的障碍物、与滑手间的安全
距离等因素导致了跟拍摄影师的工作
存在一定风险，这也是专业的跟拍摄
影师数量少的原因之一。

王猛就是活跃在沈阳各大雪场的
跟拍摄影师之一，这也成了他的新职
业。他告诉记者，自己做跟拍摄影师
只是业余爱好，他们这个圈子不大，能
有 20 多人，至于专业的也就 10 人左
右。“跟拍摄影师不需要太高超的技
术，但肯定是滑雪爱好者。”王猛说，他
有14年滑雪的经历，也算是个称职的

“发烧友”了。“对我来说，滑雪是每年
冬季必备的运动项目。”

正因非常懂得滑雪爱好者的心理，
王猛认为滑雪跟拍能火起来是必然的。

王猛：跟拍摄影师我的新职业

自从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辽
宁大众冰雪发展也进入“快车道”。如
今，我省拥有滑雪场30余个，场地覆盖
全省14个地级市，每年接待滑雪者近
150万人次，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
10亿元，相关数据还在逐年增加。人们
在享受冰雪乐趣的时候，也应该记住一
位“拓荒者”：辽宁省冰雪运动协会会
长、弓长岭温泉滑雪场董事长崔恩伟。

“我可以说是辽宁省第一批滑雪
‘发烧友’。”崔恩伟充满自豪地回忆起
他和滑雪结缘的经过，“大概是1996年，
我春节期间和朋友自驾去黑龙江看冰
灯，听说亚布力有滑雪场，当时对滑雪
也没有什么概念，心想就去试试吧，到
那一滑就上瘾了。”

迷上了滑雪以后，崔恩伟成了“候
鸟”，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去亚布力滑雪
场滑雪。“当时亚布力没有手机信号，
我一去了就相当于‘与世隔绝’，别人
得有十几天找不到我。”崔恩伟如此表
示，“时间一长，我心里就开始琢磨，这
么好的项目，为什么我们辽宁没有？在
家边上建一个多好。正好当地政府也
有这个打算，我就表态，我来建。”在多
方努力之下，2003年，辽宁省内第一家
滑雪场——弓长岭滑雪场正式开张。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崔恩伟对
滑雪的情怀依旧：“我始终认为，只有
热爱生活的人才会热爱滑雪。尤其借
着冬奥会的东风，大众冰雪的发展迎
来了新的机遇。”

崔恩伟：在家边上建一个雪场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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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少年冬令营速度滑冰比赛鸣枪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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