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摘得银牌的
徐囡囡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雪上项目
奖牌“零”的突破。如今，23 年过去了，
徐囡囡现在的身份是沈阳体育学院冰
雪教研室主任，她忙着做教学、搞科研，
兼顾裁判工作，业余时间还积极投身青
少年冰雪推广。徐囡囡说，不管是不是
站在冬奥会的赛场，其实每一种身份，
都想为冬奥会作贡献。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冠楠报道 冬奥
会上，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竞技场上运动员的
表现。针对辽宁体育备战冬奥会的情况，记者
采访了辽宁省体育局冬季项目管理中心主任
王冬。

王冬介绍：“本届冬奥会，辽宁有27名运动
员、23名教练员及辅助人员在国家队，参与5个
大项、8个分项、近50个小项的备战，参赛人数、
参赛项数均创历届新高。”王冬说，“冬奥会备

战已经进入到‘突破’的最关键冲刺阶段。接
下来，我们将全力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实现冬奥
会夺牌战略和全面参赛战略双赢，作出辽宁体
育应有的贡献。”

而在具体的关注点上，我们辽宁的重点项
目仍然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除了大家熟
悉的奥运奖牌获得者、名将徐梦桃和贾宗洋，
王心迪也是有望实现突破的。另外，在女子速
度滑冰项目上，能力全能的韩梅也值得关注。

而在大众冰雪运动方面，近年来辽宁省冰
雪运动普及程度逐步提升，参与、体验冰雪运
动人数增长进入“快车道”。其中以辽宁省全
民冰雪运动会、辽宁省百万市民上冰雪系列活
动两大赛事平台为引领，辽宁省每年组织数百
场大型冰雪赛事活动，覆盖数百万人群。据了
解，辽宁省第三届全民冰雪运动会已经在陆续
开展，将进行包括专业器材进校园、冰雪明星
进校园、师生校长上冰雪等系列活动。

专访中国雪上项目首枚奖牌获得者

徐囡囡：每一种身份，都想为冬奥作贡献

同心筑梦同心筑梦 百日冲刺百日冲刺！！
又迎奥林匹克火种，

再享奥林匹克荣光。
历经6年多筹办，北

京冬奥会迎来百日冲刺。
“冰丝带”舞动神州，

“雪如意”灵动八方……一
个个冬奥地标从蓝图变为
现实；

工业遗址与冬奥场馆
交相辉映，冬奥筹办与首
都发展同生共舞……“双
奥之城”开启崭新篇章；

冰雪运动广泛铺开，
冰雪产业全面发展……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照亮美好未来。

一起向未来！这是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主题口号，也是全世
界的共同心声。

同心筑梦，凝心聚
力。疫情依然肆虐的今
天，世界更加需要奥林匹
克。

北京准备好了！中国
准备好了！

徐梦桃。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全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中国，共同期待一场冰雪盛宴。本报
今日推出6个版面的特刊，从竞技体育到大众冰雪、从冬奥明星到相关故事，为您详细解读冬奥看点和与
辽宁相关的看点。让我们点燃心中的热情，共赴冰雪之约。

辽宁27名运动员备战冬奥

现在，徐囡囡的生活几乎都是和冰雪运动
息息相关。徐囡囡的丈夫纪冬是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项目国家队的教练。这个冬奥周期，
纪冬几乎没怎么回家，她会尽力带好儿子，管
理好家里的事情，不让丈夫分心。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我会一直支持他的
工作，但是对于他们训练这一块儿，我不会过
多参与，我还是更多地从精神上给予他支持，
帮助他减压。”同为体育人，徐囡囡选择默默地
付出。

徐囡囡的一家人都在用实际行动助力北
京冬奥会。“儿子10岁了，他学冰球和滑雪，单
板和双板都会，我希望他可以真的喜欢冰雪运
动。”徐囡囡说。

“我从小滑雪，在这项亲近大自然的运动
中身心受益，我深知孩子们参与滑冰、滑雪运
动将会获得哪些乐趣和身心成长益处。”徐囡
囡说，她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去到“冰天雪地”
中亲身体验冬季运动。

辽沈晚报记者 王冠楠

全家人都在用实际行动助力冬奥

高兴看到冰雪热度
越来越高

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徐囡
囡为中国实现了奥运会雪上项
目奖牌零的突破，在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项目中拿到银牌。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一次徐囡囡
是在赛前不久双手脱臼以及手
臂骨折的情况下，带伤坚持完成
的比赛。徐囡囡说，那时候大部
分人听到冬奥会还很陌生，比赛
完了之后，还要和亲朋好友具体
介绍，身边也没有滑雪场。“最近
几年真是明显感觉到冰雪热度
提升了，关注度高了，身边喜欢
滑雪的人也越来越多。”徐囡囡
说，作为一名冰雪人，她真的打
心眼里高兴。

北京申冬奥成功之后，徐囡
囡积极地推荐学生，去申请做冬
奥会的志愿者，并且宣传冬奥。
讲课时，她也经常围绕冬奥会教
学和培训。徐囡囡说：“北京冬
奥会脚步近了，我还是要更好地
宣传冰雪运动，让更多的大众和
青少年体验冰雪运动，也希望北
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中国运动员
取得好成绩。”

徐囡囡参与冰雪进校园活动。 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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