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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办冬运会，省体育
局负责人 2 月 20 日向记者表
示：“辽宁申办冬运会，就是要
以申办促建设、助发展，补齐我
省冰雪运动场馆不足的短板，
全力推动我省冰雪运动、冰雪
产业实现快速发展，为辽宁振
兴发展、为中国冰雪运动可持
续发展作贡献。”

按照申办规划，我省拟由沈
阳市承办全国冬运会的开幕、闭
幕式及冰上项目比赛，抚顺市承
办雪上项目比赛。该负责人透
露：“我们拟在沈阳建设辽宁省冰
雪运动中心，集速度滑冰、短道速
滑、冰壶等场馆于一体，彻底解决
我省冰上运动训练、比赛场馆不
足的问题；拟在抚顺市建设辽宁
省雪上训练中心，选址等前期规
划已完成，该雪上中心的落差将
达到800米以上，满足高山滑雪
等项目训练、比赛的需求。”

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王冬介绍：“按惯例，冬运
会承办省市需要承担 60%以上
的比赛项目。对于目前我省不
具备承办条件的雪车、钢架雪
车、雪橇、跳台滑雪、北欧两项等
项目，可在河北、黑龙江等赛区
举行。此外，我省现有场地设施
基本满足冬运会主体项目的比
赛需求，已经具备承办条件。”

据了解，我省拥有10个室内
滑冰场、30余个滑雪场。其中，沈
阳体育学院滑冰馆、沈阳市和平
区全民健身中心滑冰馆等冰场具
备承办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
等项目比赛的条件；抚顺聚隆滑
雪场、沈阳白清寨滑雪场、沈阳东
北亚滑雪场、辽阳弓长岭滑雪场、

丹东天桥沟滑雪场等具备承办高
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等
项目比赛的条件。

以申办冬运会促建设、助发
展，除了场地设施规划外，我省
目前也在谋划后冬奥时代辽宁
冰雪运动的项目布局。王冬介
绍：“从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看，短道速
滑、花样滑冰、单板滑雪、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等优势项目的地
位日趋凸显。在国家层面的这
些优势项目上，辽宁冰雪要重点
发展，继续巩固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的全国领先地位，同时在短
道速滑、单板滑雪等项目上补齐
短板，迎头赶上。”

王冬坦言，在下一个冬奥会
周期，辽宁冰雪会在速度滑冰、冬
季两项、越野滑雪等冬奥会、冬运
会基础大项上精准发力、持续发
力，“这几个项目一如夏季奥运会
的田径、游泳、水上等基础大项，
加起来几十枚金牌，我们要尽快
提升水平、全力去拼争”。值得
一提的是，在第十四届冬运会先
期决赛中，辽宁运动员获得6金9
银5铜的成绩，已经刷新历史最
佳战绩，暂居全国第五位。

王冬表示，北京冬奥会后辽
宁冰雪将立即启动跨项选材工
作，进一步优化项目布局、优化
运动队队员构成。同时要加强
同黑龙江、吉林等省市的交流合
作，夯实后备人才基础、改进训
练方式方法，继续提升辽宁冰雪
运动的发展质量，为辽宁申办冬
运会助力，为中国冰雪后奥运时
代的发展贡献辽宁力量。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李 翔

全力申办2027年全国冬运会

后冬奥时代辽宁将持续发力

服务北京冬奥 看辽宁冰雪精彩答卷

2月20日，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
9金4银2铜共15枚奖牌，创冬奥会征战史最佳战绩。

作为“冬夏”两手抓、“双奥”都要为国家作贡献的体育大省，辽宁以
优异的表现交上一份精彩答卷：不仅冬奥参赛人数、参赛项数创下历史
之最，还获得了1+1金（含辽宁培养运动员齐广璞所获1枚金牌）、1银的
历史最好成绩，为国家“全项目参赛”“夺最佳成绩”作出了突出贡献。后

北京冬奥时代，辽宁将以申办冬全运为引领，加速“全面转身向冰
雪战略”的实施，为国家体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宁力量。

在北京冬奥会前，辽宁共
有 31 位奥运冠军、获得 30 枚奥
运金牌，位列全国第一。其中
包括韩晓鹏在2006年都灵冬奥
会上获得的 1 枚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男子个人项目金牌。现
在，随着徐梦桃在北京冬奥会
赛场荣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女子个人项目冠军，上述数字
再一次被刷新：辽宁共有 32 位
奥 运 冠 军 、获 得 31 枚 奥 运 金
牌。其中，2 位冬奥会冠军、获
得2枚冬奥会金牌！

徐梦桃的这枚金牌，是我国
运动员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女子个人项目上获得的第一枚
冬奥会金牌，实现了徐囡囡、郭
心心、李妮娜等我国该项目女
将几代人的冬奥梦想。用郭心
心的话说：“桃桃终于替我们圆
梦了！”

与此同时，徐梦桃、贾宗洋
及齐广璞获得的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混合团体银牌，是我国
运动员在该项目冬奥历史上的
首枚奖牌。虽未夺金，但同样
意义非凡。

在北京冬奥会赛场，谁是
我国参赛项目最多的男运动
员？答案是辽宁运动员程方
明。他一人实现了冬季两项 6
个项目的全项目参赛！6 项比
赛，程方明一共滑71公里，这还
不算在射击上的体力消耗，中
国体育代表团最苦、最累的参
赛选手非他莫属。

程方明参加的6项比赛，最
好成绩为第 15 名，这更多是因

为我国冬季两项这个项目水平
不高，在冬奥赛场并不具备竞
争力。他在男子15公里集体出
发、混合接力 4×6 公里两个小
项上填补了我国选手在冬奥会
的参赛空白。此外，程方明还
在男子 12.5 公里追逐赛中创造
了我国选手的最好成绩。

我国运动员在单板滑雪女
子障碍追逐赛上的冬奥会首秀，
由我省冰雪健儿冯贺完成：她从
资格赛进入淘汰赛，在 32 进 16
的比赛轮次中获得小组第四，无
缘 16 强，最终名次为第 30 名。
能够在17岁的年纪成为我国该
项目的冬奥会第一人，冯贺是幸
运的，其未来可期。

2 月 20 日，北京冬奥会最
后一个比赛日，由我省冰雪健
儿孙楷智担任舵手的中国四人
雪车，以 3 分 57 秒 97 的总成绩
获得第 16 名，创造了中国在冬
奥会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在
之前的双人雪车比赛中，孙楷
智与队友获得第 14 名，创造了
中国双人雪车在冬奥会上的最
好成绩。

此外，我省速度滑冰名将
韩梅是我国速滑项目参赛最多
的运动员，一人参赛4项。韩梅
在女子 5000 米比赛中以 7 分 08
秒 37 的成绩获得第 11 名，创造
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
团体追逐赛中获得第五名，平
历史最好名次。我省运动员杨
涛在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比赛
中以 35 秒 162 排名第 21，创造
冬奥会上个人最佳名次……

“历史最佳”与“填补空白”

“数”说辽宁健儿冬奥答卷
抢抓北京冬奥机遇期

辽宁冰雪运动加速发展
“冬夏”两手抓，“双奥”都要作贡献。这是体育大省10年

来在体育领域作出的战略调整。特别是 2015 年北京成功申
办冬奥会之后，辽宁坚持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积极响应国家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号召，要在北京冬奥赛场为国家作出辽
宁贡献。

省体育局负责人 20日下午向记者表示：“为更好地服务
北京冬奥会，大力发展辽宁冰雪运动，2016年10月，辽宁省体
育局成立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增设编制、增加投入，自此
我省冬季项目发展驶入快车道，这也为今天辽宁冰雪能够交
上一份精彩答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者按

冰雪运动发展的“辽宁速度”与“辽宁模式”

“服务北京冬奥定位要稳、
准，发展冰雪运动要快。”省体
育局负责人指出，“2015 年，北
京 获 得 冬 奥 会 举 办 权 。 2016
年，辽宁体育就开始实施全力
转身向冰雪战略，从时间上看，
我们动得早、动得快，在全国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我们就
是 要 将 辽 宁 打 造 成 为 夏 季 项
目 和 冬 季 项 目 均 衡 发 展 的 体
育强省。”

从2016年起，辽宁冰雪运动
项目不断增加编制，备战训练
经费投入逐年提高，冰雪竞技
水平大幅提升。北京冬奥会上，
辽宁共有 17 名运动员参加 4 个
大项 6个分项 25个小项的角逐，

参赛人数、参赛项数均创历届新
高，排名全国前列，强有力地支
持了国家“冬奥会夺牌战略”和

“全面参赛战略”。
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王冬向记者介绍，6年来，我
省运动员队伍由100多人上升至
过千人，项目布局也实现从开展
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等个别项
目到奥运会全部 7 个大项 15 个
分项的全覆盖，创造发展冰雪运
动的“辽宁速度”。同时，我省快
速打造重点运动队，精准引进高
水平运动员、教练员，最大限度
地挖掘内部潜力，多措并举，创
造了冬季项目快速推进的“辽宁
模式”。

服务助力北京冬奥会 辽宁冰雪全力冲刺

“来到北京冬奥会赛场，代表
中国出战，我就是英雄。”我省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名将贾宗洋
16 日赛后向记者说，“我练了 20
年，一身伤病，特别是最近 4 年，
付出太多了。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第四次出战冬奥会，
第三次站在了领奖台上。我自
豪，我骄傲！”

20 日，我省冬季两项名将程
方明对记者讲，“其实，我可以做
得更好。”虽然有愧疚，但他的眼
神中更充满了坚定。

贾宗洋、程方明正是我省冰
雪健儿的代表。他们生动地诠
释了“参与”“拼搏”的奥林匹克
精神及中国体育精神。北京冬
奥会上，我省 17 名运动员、18 名
教练员出战，他们都是英雄。王
冬介绍，我省冬季项目在国家队
备战北京冬奥会的阵容最多时

达 150 人，涵盖了北京冬奥会设
置的全部大项，在全国各省区市
名列前茅，我们在看到我省冰雪
健儿驰骋冬奥赛场的同时，也需
要关注那些落选者，他们同样为
北京冬奥会备战拼尽了全力。
比如，我省速度滑冰运动员王帅
涵，他在冬奥会备战期间打破男
子 10000 米全国纪录。王冬介
绍，本届冬奥会，中国只空缺 5
个小项未参赛，速滑男子 5000
米、10000 米赫然在列，“我们相
信，18岁的王帅涵有望成为未来
我国实现男子 10000米冬奥参赛
历史第一人。”

与此同时，我省还有 192 名
“NTO”服务于北京冬奥会赛事
组织及裁判工作，他们遍布于冬
奥会全部7个大项15个分项的赛
场，在幕后为北京冬奥会“办赛精
彩”贡献力量。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辽宁贡献大

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统计局
日前联合发布了“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截
至2021年10月，全国参与人数达
到3.46亿人。

数据显示，从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人数看（我国申办冬奥会
成功后，于 2015 年至 2021 年 10
月累计数字），辽宁排名全国第四
位，为0.23亿。江苏（0.26亿）、山
东（0.26 亿）、河北（0.25 亿）排名
全国前三；从冰雪运动参与率看

（参与冰雪运动人数/省份总人口
数），辽宁排名全国第三位，为
53.83%。黑龙江（57.80%）、北京

（55.24%）排名全国前两位。
权威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参

与人数，还是参与度，我省均为国
家提出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号召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名
副其实的冰雪运动大省。

“两年来，我们积极响应‘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以

‘冰雪辽宁’为主题，以承办‘全国

大众欢乐冰雪周’等国家级赛事
为引领，以‘辽宁省百万市民上冰
雪系列活动’‘辽宁省全民冰雪运
动会’两大赛事活动为平台，广
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系
列活动。”省体育局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省仅省本级每年组织开
展的大型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
就超过 200 场次，直接参与人数
超十万人，覆盖百万人群，影响千
万群体。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辽宁
各地大力增加冰雪运动场地设
置。目前，我省拥有大中小型滑
雪场 30 余个，其中 14 个滑雪场
拥有高级雪 道 22 条 。 30 余 个
滑 雪 场 覆 盖 了 全 省 14 个 地 级
市 ，占 地 总 面积达 440 万平方
米，平均日接待滑雪爱好者能力
达到 6万余人次，每年接待滑雪
人 数 超 150 万 ，直 接 消 费和拉
动相关产业产值超 10 亿元，相
关数据还在逐年增加，发展潜力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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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2月20日晚，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中国体育
代表团旗手高亭宇扛着徐梦桃出场。

图2为2月10日，中国队选手徐梦桃、贾宗洋和齐
广璞（从左至右）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
合团体决赛中获得亚军。

图 3 为 2 月 18 日，中国选手程方明在北京冬奥会
冬季两项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比赛中。

图 4 为 2 月 20 日，中国选手孙楷智、吴青泽、吴志
涛、甄恒在北京冬奥会四人雪车比赛后。 新华社供片

图5为我省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号召，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冰雪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摄

北京冬奥会落幕，辽宁冰雪健儿献上了这样一份精彩
答卷：17人出战，参赛 4大项 6分项 25小项，获得了 1+1金

（含辽宁培养运动员齐广璞所获1枚金牌）、1银的历史最好
成绩，同时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单板滑雪障
碍追逐、冬季两项男子集体出发及混合接力、四人雪车等
项目上，助力中国代表团填补空白、取得突破！

2021年的最后一天，辽宁正式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了
2027年第十五届冬运会的申办函，努力成为全国第一个既
举办全运会，又举办冬运会的“双运”省份。后冬奥时代的
辽宁冰雪，将继续开足马力，为中国冰雪运动强国建设贡献
辽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