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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坛

“全力申办全国第十五届冬季运动会，力
争成为首个举办全运会和冬运会的‘双运’省
份，这是辽宁的一件大事。”7月 7日，谈到辽
宁申办全国第十五届冬运会，中国冰雪运动
专家、中国滑冰协会顾问王石安非常兴奋，

“举办冬运会将把辽宁的冰雪运动软硬件提
升到全国一流水平，带动辽沈地区冰雪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

王石安直言，现在是辽宁申办冬运会的
最好时机。“北京冬奥会结束不久，中国实现
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全国
冰雪运动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冬奥
时代’的红利正在释放，辽宁现在申办冬运
会，能够进一步提升全省的冰雪运动热度，让
更多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

王石安坦言，辽宁虽然是体育强省，但在
冬季项目上与黑龙江、吉林相比还有不小的
差距，“目前，限制辽宁冰雪运动发展的最大
瓶颈是硬件质量不高，冰场、雪场规模太小，
影响到了冰雪运动的普及。”王石安说。

王石安同时认为，一旦辽宁申办冬运会成
功，将会快速缩小这方面差距：“辽宁之前没有
承办过冬运会，但我们发展冰雪运动的自然条
件出色。目前有条件举办冬季运动会的北方
省份中，只有辽宁没有承办过大型冬季运动
会。辽宁不仅有出色的冰雪运动自然条件，还
有众多体育人才，运动氛围浓厚。如果能够成
为首个‘双运’省份，对辽宁夏季项目和冬季项
目的全面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承办冬运会对辽沈地区冰雪产业的拉
动，也让人非常期待。王石安直言，如果辽宁
承办冬运会，将促进辽沈地区冰雪产业的蓬
勃发展。“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说的就是
冰雪产业。”王石安表示，“通过承办冬运会，
沈阳、抚顺等地出色的软硬件将促进辽沈地
区体育、旅游、文化、制造等多方面产业发
展。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吸引更多的滑雪、滑
冰爱好者来到沈阳、抚顺，特别是高端滑雪
者 ，每 个 人 一 次 滑 雪 游 消 费 在 5000 元 至
10000元之间，甚至更多，他们的到来将极大
地拉动沈抚地区的冰雪经济。”

此外，在王石安看来，冰雪运动的相关装
备、设备制造应该成为辽宁冰雪产业未来的
发展重点，“滑雪服、滑冰服、滑雪板、滑冰鞋
等装备的需求会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长，辽宁
要抓住机遇，力争培养出有影响力的冰雪装
备品牌。辽宁的企业完全可以进行研发，生
产出自主品牌的设备。”王石安说。

王石安：借申冬
抢抓“后冬奥”红利

“我省现有 10 座室内滑冰场、32 座
滑雪场，具备承办部分项目比赛的能力，
提档升级后，可承办冬运会 60%的比赛
项目。”省体育局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在现有场馆基础上，我省将在沈阳市筹
建‘辽宁省冰上训练中心’，在抚顺市筹
建‘辽宁省雪上训练中心’，借助申冬补
齐我省缺乏高端大型冰雪运动场馆的短
板，为我省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高速、高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沈阳市正筹划在浑南区王
家湾地区建设“冰上中心场馆群”，包括
速度滑冰馆、冰上综合馆和冰壶馆等。
目前，沈阳市有关方面正对项目投资规

模、建设周期及资金来源等进行深入研
究论证。“冰上中心场馆群”建成后，可承
办冬运会冰上项目全部比赛及开幕式、
闭幕式。

沈阳市的“冰上中心场馆群”即将动
工，抚顺市正在筹建“雪上中心岗山滑雪
场”，现已初步确定包括高山滑雪、跳台
滑雪、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场地，垂
直落差超800米。

“雪上中心岗山滑雪场”已开展前期
规划、设计、调规、招商等工作，建成后可
承办冬运会大部分雪上项目比赛。

除了冰上中心、雪上中心外，省体育
局拟在省柏叶体育训练基地院内，借助

现有射击项目的一些设施，利用规划预
留用地建设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场地。
一旦建成，该场地不仅能承办冬运会比
赛，未来也可以作为国家及省级训练基
地使用。

与此同时，为了充分释放“申冬”政
策红利，惠及更多地市，我省拟在本溪、
丹东、辽阳等市安排个别小项分赛区，助
力当地冰雪场馆、场地提档升级。

省体育局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实
现上述冰雪运动场地设施的筹建和改建
后，我省可以承办除雪车、雪橇项目外的
全部冬季运动会比赛，赛事的承办率将
超过90%。

布局冰雪场馆 重点筹建“两个中心”

以申促建 全面提升

我省加快申办第十五届冬运会脚步
2021年12月31日，辽宁省正式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2027年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申办函。2022年上半年，我省申冬脚步提速，紧

紧围绕“以申办促建设、助发展”的定位，全面提升自身办赛能力，加强“硬件”建设，筹建辽宁省冰上训练中心、雪上训练中心等冰雪运动场
馆；加强“软件”建设，提升冰雪运动竞技水平，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壮大冰雪产业。以申冬为项目抓手，我省致力于在后北京冬奥时代
继续大力发展冰雪运动，为振兴发展、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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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省共有17名
运动员和 18 名教练员参赛，最终获得 1
金、1 银的历史最好成绩，参赛人数、参
赛项数及运动成绩均创历史新高，为中
国代表团实现“全项目参赛”和“夺取最
佳成绩”作出突出贡献。截至目前，辽宁
健儿在历届冬奥会共获得2金7银3铜，
总计12枚奖牌。

据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王冬介绍，在北京冬奥会周期，我省冬季
运动项目取得飞跃式发展，运动队伍由
100 多人上升至近千人，项目布局实现
了从个别项目到冬奥会全部 7 个大项、
15 个分项的全覆盖，但仍有近 1/3 冬奥
会小项没有开展，同时还存在已开展的
项目发展不均衡、后备人才稀缺等问题，
冬季项目的整体实力亟待提升，可持续
发展动力不足。

“以申冬为契机，我省将全面提升冰
雪运动竞技水平，增加投入，力争冬奥会
全项目开展、冬运会全项目参赛，将辽宁
打造成在夏奥会、冬奥会赛场都为国家
作出突出贡献的省份。”王冬向记者表
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已完成 U12冰球队
的组建，正着手组建 U10 冰球队，其他
空缺项目的组建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在“补短板”的同时，我省冬季项目
也在谋划发展重点，配合中国冰雪的优
势项目，辽宁冰雪将继续巩固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全国领先地位，同时
在短道速滑、单板滑雪等项目上力争有
较大突破!

提升竞技水平
力争“全项目参赛”

2022 年 2 月，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
统计局联合发布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统计调查报告（2015 年至 2021
年 10 月累计数字）。数据显示，从参与
人数看，辽宁排名全国第四，为 0.23亿，
前三名为江苏（0.26亿）、山东（0.26亿）、
河北（0.25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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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3.83%，仅次于黑龙
江（57.80%）和北京（55.24%）。

上述数据表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辽宁贡献非常大！“辽宁需要充
分继承北京冬奥会‘三亿人上冰雪’宝贵
遗产，以申冬为契机，‘带动一千万人参

与冰雪运动’，进一步推动全省群众性冰
雪运动的普及与开展，借此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让冰雪运动更
好地为全省人民的健康服务。”省体育局
群体处处长王海泉说。

如何“带动一千万人参与冰雪运
动”？王海泉介绍，今年下半年，我省将
以承办“中国大众冰雪欢乐周”“中国大
众冰雪季”等国家级冰雪赛事活动为牵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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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赛事平
台为抓手，积极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进
社区等“七进”活动，今年将举办近百场
大型冰雪赛事活动，覆盖数百万人群。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
“带动一千万人参与冰雪运动”

6 月 29 日，“抢抓申办冬运会契机
实现辽宁省冰雪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会议达成的一项共
识是：在后北京冬奥会时代，辽宁冰雪运
动产业需要把握住良好机遇，这个良好
机遇就是“辽宁省申办2027年第十五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

辽宁省体育产业发展研究基地首席
专家、沈阳体育学院科研处处长董传升
教授直言：“抓住我省申办冬运会机遇，
大力发展冰雪产业意义重大。总体上来

说，我们需要增强机遇意识，科学谋划、
全力推进，加快辽宁省冰雪产业高质量
发展，这是加快辽宁从体育大省向体育
强省迈进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省体育局负责人表示，辽宁申冬就
是要以申促建、助发展，进一步推动我省
冰雪产业与装备制造、康养、旅游、教育、
金融等多产业融合发展，全面带动沈阳
现代化都市圈和辽东绿色经济区发展，
使“冷冰雪”变成“热经济”，打造新经济
增长点，为辽宁振兴发展助力。

壮大冰雪产业
“冷冰雪”要变“热经济”

截至目前，辽宁省申办冬运会有何新进展？
就此，记者采访了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王冬，听听他怎么说——

记者：请介绍一下我省申冬一事的最新进展。
王冬：7月4日、5日，省体育局主要领导带队

前往国家体育总局、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就辽
宁申冬一事同相关领导、相关部门进行深入沟通
交流，汇报并介绍辽宁申冬工作推进情况。应该
说，此行获得的反馈信息非常积极，辽宁的申冬工
作得到充分肯定。

记者：辽宁申冬的形势如何？申冬有没有具
体时间表？

王冬：谨慎乐观。辽宁于去年12月31日正式
递交了申办报告，截至目前，全国只有辽宁递交申办
报告。申办第十五届冬运会，辽宁已经走在了最前
面。至少目前看，没有对手。申办冬运会，没有明确
的时间表，但需要履行严谨规范的申办程序。

记者：请简单介绍一下申冬程序。
王冬：按惯例，冬运会申办采用“协商制”。第

一步是由各省、区、市递交申办申请；第二步是国
家体育总局根据申办基本条件对申办省、区、市进
行资格审查，而后公布候选名单。当申办单位只
有一个时，该候选省、区、市经审查符合申办条件
可自然当选；申办候选单位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
时，总局将召开专门会议，按相关程序，由总局领
导、总局相关司局及冬运会参赛单位（各省区市）
协商推选承办单位；第三步是总局将选定的冬运
会承办省、区、市上报国务院批准。

记者：辽宁申冬的优势、劣势分别在哪？
王冬：优势太多了！首先是辽宁出色的运动成

绩，辽宁是全国当之无愧的体育大省、强省，目前共
有32人获得31枚奥运金牌，奥运贡献全国第一，其
中包括2枚冬奥会金牌。其次，2013年，辽宁圆满承
办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拥有丰富的办赛经验。再
有，辽宁开展冰雪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
是区位优势——冬天冷而不寒，且多山、多林、多
温泉。目前辽宁共有32家大型滑雪场、10家室内
滑冰场，基本具备承办冬运会的场馆条件。其实，
辽宁申冬的最大优势在于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
视与亲自推动，在于全省人民的广泛支持，在于全
省冰雪运动、冰雪产业从业者的热情参与。

至于劣势，辽宁当前还缺少速度滑冰、冰壶等
冰上运动训练比赛场馆，以及落差超过 800 米的
超大型滑雪场。以申促建、助发展，这恰恰是辽宁
申冬的核心目的所在，即以申办冬运会为项目抓
手，全力推动我省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提档升级，
高质量发展。

申冬形势谨慎乐观
——访省体育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王冬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朱才威 李 翔 采写

独家专访

以徐梦桃为代表的我省冰雪健儿在赛场屡创佳绩。 新华社供片沈阳市的冰球小将在赛场比拼。2021全国大众冰嬉线上趣味挑战赛沈阳赛场的情景。 丹东小学生体验陆地冰壶运动。

抚顺市“辽宁省雪上训练中心岗山滑雪场”规划图。 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供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 朱才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