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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之后，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 11 点，新疆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在和风中苏

醒，一行红蓝相间的“小点”从一号雪道中段蜿蜒而下，冰雪呈
粉末状飞溅，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高山滑雪国家队新疆组的队员身穿明亮的滑雪服，戴着
厚实的头盔、雪镜，动作却不甚娴熟，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稚
气。原来，这支队伍刚刚“满月”。

以国家队之名

2017 年底，中国国家高山滑雪队在新疆启动跨界跨项选
材工作，从 350 名运动员中选拔出 22 名体能卓越的培养对
象，年龄在 14 岁至 20 岁之间，覆盖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
维吾尔族等不同民族。2018 年 1 月，高山滑雪国家队新疆组
成立，训练目标直指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现在开始打基础，有点迟了，但还有机会。”蒙古族教练
巴特尔·叶斯力汉身材粗壮，说话直爽。他几番告诫队员：“国
家队是动态选拔机制，入队不意味就能留下来！”经过踩雪板、

上雪场等初体验，队员能否适应封闭式训练环境、能否培养出
良好的雪感、在日常训练和大型比赛中游刃有余，需要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来考察。

高山滑雪起源于欧洲阿尔卑斯地区，也叫阿尔卑斯滑雪，
1936 年首次入列冬奥会比赛项目。在刚刚过去的平昌冬奥会
中，高山滑雪产生了滑降、回转、大回转等 11 块金牌，被欧美
国家包揽，奥地利、瑞典、挪威等国成为夺冠热门。

目前中国高山滑雪项目注册运动员只有 100 多人，与世
界冰雪强国相比起步晚、发展慢。教练巴特尔坦言，此番跨界
跨项选拔人才，是国家为扭转“夏强冬弱”“冰强雪弱”的体育
竞技格局做出的调整。

“大个子”张殊梁今年 17 岁，面庞清瘦，摘掉飞巾，脸颊上
露出几颗青春痘。两个月前，他还在 70 公里外的北屯高级中
学读高二，是一名足球体育特长生。入选高山滑雪国家队新疆
组后，他第一次远离家人，投入紧张的高山滑雪集训，如今已
掌握犁式转弯、半犁式转弯、滑降等动作。

同他一样，大部分队员没有雪上运动的基础，练习从
“上板”开始，他们做好放弃一切的准备，只要能坚持到最
后。按照计划，这批队员先在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打基
础，后期要到奥地利等国长期外训，以适应国际化比赛环
境。

训练中，宽阔的雪道被自动分割成两块场地，初学者在
左，老队员在右。20 岁的包尔江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老将，14
岁接触高山滑雪，如今练得有模有样，是教练眼中的“种子选
手”。

包尔江深吸一口气，双手提起雪杖，从 30 多度的坡上纵
身起跳，一道明黄色的身影伴随疾风，沿雪道驰骋而下。这一
套标准、流畅的动作，让他收获了众人钦羡的目光，当然，教练
除外。

教练“东”“西”合璧

“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教练，您的普通话……不太好。”
这是特聘教练黄海滨与小队员的经典对白。他的东北口

音飘荡在雪场上空，辨识度相当高。
高山滑雪国家队新疆组成立后，请来原八一队滑雪名将

黄海滨、原阿勒泰高山滑雪队教练巴特尔·叶斯力汗组成教练
组。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带队风格也不大相同……这次
联手，是中国东北、西北两大滑雪胜地的一次跨时空联手。

巴特尔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站在将军山滑雪场的训练
基地，他抬手指出直线距离 3 . 5 公里外的家。“看到楼房后面
两个隆起的小山包了吗？”巴特尔 10 岁学习滑雪，那是他儿时
天然的训练场。

他主张因材施教，不仅深谙每位队员的身体素质和训练
进展，手把手为他们校准姿势，还能随时切换语言系统，一会
儿用哈萨克语讲解动作，一会儿用蒙古语训斥队员。

“抬头！”“往前看！”“雪板往里收！”黄海滨站在起点，朝
队员转瞬即逝的背影大声呼喊。运动员出身的他，对滑雪动
作有细致的体会，学员动作稍有变形，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

睛。
为了辅助教学，黄教练发明了跟拍训练法。两个人一组，

后者拿手机跟拍前者的滑行动作。他拿到视频慢慢回放，让运
动员自己先“找茬儿”，再一一道明哪个动作容易受伤，哪个环
节需要改进。

黄教练老家在黑龙江鹤岗，每当别人说“鹤岗产煤”时，
他会开一个冷冷的玩笑：“鹤岗也盛产高山滑雪运动员”。确
实如此，东北地区开我国滑雪运动风气之先，常年举办冰雪
赛事，以沈阳体育学院为代表的专业院校，成为冬奥会冰雪
项目的“人才摇篮”。人们常说，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

黄海滨 12 岁时被特招进入八一雪上运动大队，到黑龙江
双峰滑雪基地训练。2012 年，黄海滨十年磨一剑，在第十二届
全国冬运会上夺取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项目冠军。

黄海滨当年的荣光仍旧被现在的学员提起。“黄教练是我
的偶像。”刚入队的张殊梁在心里播下种子，梦想有朝一日夺
取全国冠军，征战冬奥会。这是几代滑雪运动员共同的梦想，
尽管岁月催人老，伤痛让很多人止步于赛场。

不能承受之伤

22 岁的哈萨克族运动员马拉提·马纳尔瘦瘦高高，笑起
来露出一对虎牙。他出生在滑雪世家，父亲曾是阿勒泰越野滑
雪队教练，母亲是越野滑雪运动员。

他 5 岁走进滑雪场，14 岁进入高山滑雪业余队，17 岁考
取乌鲁木齐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如果不是膝关节严重损
伤，马拉提不会选择转型当助教。

“以前训练不规范，对自己下手太狠了。”马拉提说这句
话时语气平淡，眼睛里有一颗星星滑落。他说，当年倚仗自
己年轻，夏季练长跑、滑旱冰，冬季训练高山滑雪，对膝关节

保护太少。两年前，他发现自己屈膝时格外费力，关节有“啪啪”
的响声。医生宣布：你的膝关节不好使了。

在高山滑雪中，运动员的膝关节需要不断屈、伸、扭转，以
转移重心，变换支撑，并通过转弯、跳跃等技巧控制速度和方
向。驰骋雪场，运动员看似潇洒自如，但往往动作越轻盈，身体
越用力。

扭伤、拉伤、摔伤……训练中受伤在所难免，但巴特尔教练
反复告诫队员：“如果你滑降时犯了错，那将是你滑雪生涯的最
后一个错。”要知道，滑降比赛中，运动员通过旗门的平均速度约
为 100 公里/小时，些许失误都可能造成致命伤。

马拉提曾在备战高山滑雪锦标赛时摔出赛道，下巴撞到铁
栏杆，摔得满嘴是血，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他说，“久病成医”是他
8 年训练生涯中意外的“收获”。

“怕吃苦就别练体育了，你不练，总有别人练。”巴特尔深知，
体育是一项残酷的事业，最可怕的不是受伤，是不出成绩。但是
在执教生涯之初就遇到过队员在比赛中腿骨骨折情况的他，如
今对队员的规范动作和科学训练更加重视。

滑雪不了情

“与东北相比，这里天气条件太好了。”黄海滨感慨，三山夹
两盆的独特地形，亚高原地带的“逆温层”效应，冬季丰厚的雪
量，优质的粉雪资源，新疆阿勒泰具有开展冬季项目得天独厚
的条件。

新疆人对滑雪并不陌生，阿勒泰更有上万年的古老滑雪传
统。上世纪 80 年代，在汽车尚未普及的北疆，滑雪板是牧区最
常见的冬季交通工具，家家自制毛皮滑雪板，孩子小小年纪就
会滑雪。

但很长一段时间，这项群众基础广泛的运动未能往赛事方
向发展，有人算经济账：“养活一支滑雪队的钱，足以养活五六支
柔道队了，还不是一样代表国家拿奖牌？”

经原阿勒泰高山滑雪队员龚泰昌引领，记者走进一幢朴素
的民居，三楼竟是滑雪退役运动员自建的博物馆。数十副旧雪
板整齐排放在窗边，墙上贴满了几代滑雪运动员训练、参赛的
老照片。

1976 年，参加全国冬运会；1987 年，在长白山赛前训练；
1984 年，教练员孙继林参加冬奥会；1999 年，叶尔扎提获第九
届全国冬运会小回转冠军……

随便挑一张照片，龚泰昌能讲出一连串故事。他 7 岁开始
滑雪，用的是父亲亲手打造的毛皮雪板，后来加入高山滑雪业
余队，他才知道滑雪需要专业的雪板和场地。

上世纪 70 年代，滑雪训练场上没有压雪机，没有索道，运
动员穿着雪板沿雪道垂直线向上踩雪，用雪板踩出一条雪道。

爬坡半小时，滑行两分钟，一天最多滑七八趟。当时滑雪队员为
了在八九月份早期上雪，骑马到吉木乃冰山上，看着天气训练。
因为日晒强烈，训练回来第一件事是撕脸上掉的皮。然而，阿勒
泰高山滑雪队在 1998 年被迫解散，当时滑雪队连三层办公楼
的暖气费都交不起，何谈去比赛呢？

如今，滑雪小将上午 11 点训练，下午 5 点多收工，除去 1
小时吃饭时间，几乎都泡在雪场上，一天滑行 20 余趟。这样的
训练效率，在过去不敢想象。

龚泰昌感慨：“我们没赶上的好时候，年轻人都赶上了。当初
父亲不支持我去滑雪，让我读大学。30 年后，我又回到雪场，为
滑雪事业做一点贡献。”如今，他从事新疆一家滑雪场的场地运
营工作。滑雪场初级道上人头攒动，大把的年轻人在魔毯前排
队，还有六七岁的孩子御风驰骋。

近十年，冰雪旅游成为展示新疆的一道橱窗，北京携手张
家口赢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后，新疆冰雪资源受到史无前
例的重视。

去年以来，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高山滑雪的国家队新疆
组先后成立，越来越多的“新疆种子”期待破土、发芽、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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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对滑雪并不陌生，阿勒

泰更有上万年的古老滑雪传统。上

世纪 80 年代，在汽车尚未普及的

北疆，滑雪板是牧区最常见的冬季

交通工具 ，家家自制毛皮滑雪板 ，

孩子小小年纪就会滑雪

但很长一段时间，这项群众基

础广泛的运动未能往赛事方向发

展。去年以来，速度滑冰、自由式滑

雪 、高山滑雪的国家队新疆组先后

成立，越来越多的“新疆种子”期待

破土、发芽、开花

新华社记者白林

25 日晚，白雪皑皑的崇礼一如往常，静谧而灵动。
夜幕苍穹下，位于崇礼城区中心的富龙滑雪场内依然人

头攒动，享受着滑雪带来的动感和快乐。此时，家住崇礼黄土
嘴村的刘春枝守在电视机前看完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思绪万
千。

伴随着《北京八分钟》的落幕，北京顺利接过平昌的接力
棒，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当时中国申冬奥成功后，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激动狂欢无比；现在，我们更多是淡然与
平静，充满期许与展望。”刘春枝说。

在中国改革开放迎来 40 年的当下，北京以前所未有的自
信、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向全世界邀约——— 2022相聚北京。

庄严承诺正在兑现 办奥理念正在生根

今年春节假期，冬奥冰雪成为关键词之一。奥运健儿们在
平昌争金夺银，激战正酣；大批家长带着孩子选择到崇礼以滑
雪、戏雪的形式度过春节，感知体味冬季运动和冬奥会的魅
力。

崇礼区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崇礼区共接
待游客 29 . 8万人次，同比增长 15%，实现旅游收入 2 . 15 亿

元，同比增长 16%。
节假日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同比增长，对冰雪胜地崇

礼来说其实已不算什么新鲜事，这也正是中国大众冰雪运动
和冰雪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记者走访崇礼各大雪场发现，在学生们因为升学压力而
远离运动场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了“在雪原里飞
翔”，并明晓“滑雪也是一种学习”。家长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
变化，亲子滑雪、家庭戏雪已成为雪场随处可见的“温暖景
观”。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理念，到
申办和筹办 2022 年冬奥会做出的“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庄严承诺，体育日益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国人对奥运会
的理解，愈发抵近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

4 年后，北京将成为世界首座既举办夏奥会又举办冬季
奥运会的城市，充分展现出中国推广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国担
当，构成中国故事中令人心潮澎湃的华美乐章。

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两年多来，筹办工作紧锣密鼓推进。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干部到崇礼调研指导筹办工作，基层
干群夜以继日辛勤付出，形成了具有国际水准的规划体系，冬
奥会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村庄搬迁和棚户区
改造实现主体突破，国际国内赛事活动规模空前。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四个办奥”理念也正逐渐生根发
芽。

生态环境是崇礼发展的生命线。河北省环保部门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崇礼区是河北省空气质量最好的县
区。

崇礼所在的张家口市 2017 年财政专门拿出 350万元重
点支持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支持建设大众化、娱乐性运动设
施。2017 年崇礼实行 16 周岁以下青少年免费滑雪政策，实现
7000 多人次上雪场。

张家口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法国 MND 公司雪道缆
车项目在张家口开工建设；与美国布鲁姆、瑞典万众之星等 8
家冰雪运动装备生产企业签订了落户协议；与国外 8 家机构
建立了委托招商关系；崇礼区与瑞士瓦莱州巴涅区签署了友
好合作关系备忘录……

此外，科技创新将在“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中起到支
撑和引领作用。河北已启动实施科技冬奥智慧崇礼行动，在冰
雪运动装备、可穿戴设备、新型材料、虚拟现实等方面加强研
发应用，提升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水平。

“冬奥会筹办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
不遗余力、奋力攻坚。”张家口市委常委、崇礼区委书记王彪
说，“面对诸多新课题，我们借助专家团队，成功破解了许多长
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

历史命运正在改写 联通世界正在加速

位于北京西北 200 公里处的张家口是首都的北大门，历
史上是军事重镇。1995 年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较晚的
城市，也是环首都扶贫攻坚重点地区，崇礼曾是一个在河北省
内都不知名的山区：贫穷，闭塞。

当地干群认为，冬奥会筹办绝不仅是办个会那么简单，它
正在改写当地的历史与命运，留给当地人一笔宝贵的财富。

城乡美了。2017 年，崇礼实施了城乡建设史上首次大规
模棚改，迈出了城市更新关键一步，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城乡面貌呈现显著变化。

道路顺了。崇礼“山连山，沟套沟，沟沟不连通”，去年贯通
中东两条大沟的隧道开工建设，迈出了改写崇礼交通格局的
关键一步。

产业白了。崇礼告别了“一矿独大”的产业格局，2017 年
三产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达 70 . 5%，实现由黑到白的成功转
型。

腰包鼓了。崇礼通过生态、光伏、教育、健康等扶贫方式统
筹推进扶贫攻坚，2017 年 53 个贫困村 6253 名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

见识广了。当地党政干部外出考察学习的机会多了，开阔
了思路，拓展了工作方法。游客来的多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不
再闭塞。

今年春节假期，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太子城隧道建设工地
呈现一片忙碌景象。中铁四局崇礼三标项目部的工人们坚守
一线，全力以赴确保工期进度。按计划，崇礼支线将于明年竣
工，届时北京和崇礼成功实现一小时高铁连通。

有关专家表示，在举办完冬奥会后，崇礼凭借丰富的体育
休闲旅游资源、便捷的交通优势，将通过北京成功联通世界。

无限希望正在孕育 新时代答卷正在书写

在平昌，李靳宇、高亭宇等小将的出色表现让国人格外欣

喜。在国内，年龄相仿的冰雪学员们也憋着一口气，放弃春节休
假，刻苦训练，他们的目标是 4 年后。

15 岁的冯靖博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宣化二中张家口市青
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的首批学员，这已是他第三年在长
城岭雪场过年了。不止冯靖博，这个学校的师生们春节一天都
没有休息，在长城岭雪场，每天都坚持着高强度训练。

不断地摸爬滚打让冯靖博这个滑雪零基础的孩子站在了
全国大赛的领奖台上，他说：“我坚信成绩都是一点一点练出来
的，不管多么苦，多么累，我都不觉得，因为我只要想象着自己 4
年后驰骋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就是幸福的。”

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后，距离崇礼不远的宣化二中成立了
张家口市青少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作为全国首家体教结
合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学校，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破解一个又
一个难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的孩子们走上了全国大赛
的领奖台。”宣化二中校长孙永青说，“我们顶住压力，不负众望，
为省队、国家队输送优秀的专业运动员。”

国人对“体育强国梦”的追求，正汇入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洪
流中。体育更在经济社会中日益发挥独特作用，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增添助力。

王彪说：“产业是本地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冬奥带来的重
大契机。我们将重点打造以冬季滑雪和夏季户外为主导的体育
休闲产业，让百姓的体魄更健康，精神更饱满，生活更富足。”

崇礼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孕育着无限希望。有希望就有挑
战，崇礼还有大量的短板需要弥补。

未来 4 年，崇礼将实现基础设施、城乡面貌、生态环境、产
业发展、社会事业、市民素质“六个脱胎换骨”，交出冬奥会筹办
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

这些目标不可能轻而易举实现，必须依靠艰苦卓绝的奋
斗。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奥林匹克运动也将不断开疆拓
土，让更多的人分享奥运红利，感受平等共享的时代精神。

奥运让崇礼人的生活不断发生改变，刘春枝所在的黄土嘴
村因为临近万龙滑雪场，将打造成冰雪旅游重点区域。黄土嘴
村面临拆迁，做了十多年农家乐生意的刘春枝现在还不知道未
来将何去何从。

“是时代造就了我们，现在我儿子在雪场当教练，收入高也
体面，我们一家吃的都是‘冰雪饭’。”刘春枝说，“不管挑战如何，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们普通百姓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我准备开始学英语了，迎接 2022 年的到来。”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25 日电

庄严承诺正在兑现,河北崇礼书写新时代新答卷
写在平昌冬奥会闭幕之际

▲ 2 月 21 日，高山滑雪国家队新疆组的队员们在列队准备练习半犁式滑雪。 新华社记者岑云鹏摄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全民

健身与奥运同行”的理念 ，到申办

和筹办 2022 年冬奥会做出的“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庄严承诺 ，

体育日益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

分 ，国人对奥运会的理解 ，愈发抵

近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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