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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冬奥会筹办而掀起的“冰

雪热”，使“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从愿景变成了现实。近两年，大众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攀升。当前正

在进行的“十四冬”，为“冰雪热”再添

一把火，有力促进了冰雪体育文化的

发展。

我国冰雪体育文化历史悠久。据

考古发现，早在一万多年前，新疆阿勒

泰地区的人们用自制“毛雪板”和一根

短木棍在雪地上滑行，形成了滑雪运

动的雏形。起初，滑雪的发展是因生

存 的 需 要 ，为 交 通 和 捕 猎 提 供 便 利 。

据《新唐书》记载，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踩着特殊的木制滑雪工具，进行狩猎

活动。这种狩猎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

的竞技成分。到清朝，冰雪运动被当

作 一 种 娱 乐方式，发展成在特定规则

下进行的比赛。

由于冰雪运动对自然环境要求很

高，其地域性和季节性决定了各地冰

雪运动开展的不均衡性，也制约了冰

雪运动在全国的发展。随着我国深入

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

有效促进冰雪体育突破地域限制从北

方走向全国、突破季节限制从冬季变

为全季。尤其是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

办，使我国冰雪体育文化得到跨越式

发展，而冰雪运动本身所涵盖的休闲

娱 乐 、文 化 传 播 、全 民 健 身 等 多 种 功

能，也开始逐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成为人们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一

种选择。

冰雪运动之所以得到广大民众的

热爱，主要还是在于超越运动本身的精

神价值。冰雪体育文化所蕴含的顽强

拼搏、挑战极限、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

就是其魅力所在。我们依然记得，谷爱

凌与苏翊鸣在比赛最后一跳冲击此前

没有达到的难度，最终夺得桂冠；我们

依然记得，徐梦桃跨越 12 年征战 4 届冬

奥会，用拼搏换来沉甸甸的金牌……时

间 拨 回 到 1963 年 世 界 速 度 滑 冰 锦 标

赛，21 岁的罗致焕第一个冲过 1500 米

终点，标志着中国首个冬季项目世界冠

军的诞生。与此壮举一同刻在人们记

忆深处的，还有他在赛后因拼尽全力咯

出鲜血的场景。跨越一个甲子时间，冰

雪运动健儿们所展现出的执着坚韧、勇

攀高峰的意志品质，仍给人们带来感动

与激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冰雪运动

不仅是体育运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更是一种精神传承。

冰雪是大自然的恩赐，传统冰雪

体育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充分借助“冰雪热”契机，积极弘扬和

发展冰雪体育文化，让更多的人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感悟中华体育精神，是

提振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的重

要路径，也是繁荣发展冰雪体育文化

的应有之义。

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历来有着天

然的联系。近年来，“冰雪热”也悄然进

入军营，越来越多的部队利用驻地冰雪

资源，因地制宜开展冰雪运动会、滑雪

接力、冰壶比赛等各具特色的冰雪活

动，受到广大官兵的青睐。冰雪体育运

动走进军营，不仅丰富了官兵业余文化

生活，而且在增强官兵体魄、强化战斗

精神、提升冰雪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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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游客在山东济南莱芜雪野滑雪场滑雪。

新华社发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

兴”，2 月 17 日，8 名北京体育大学学生和

100 多名演员高声朗诵《中华体育精神

颂》，随之，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主

火炬塔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速度

滑冰馆被点燃。

当“十四冬”与人称“北国碧玉”的内

蒙古呼伦贝尔相遇，蓝天白云之下，冰海

雪原让极具魅力的冰雪体育盛会更增内

涵与特色，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令人耳

目一新。

素有“云彩制造商”美誉的内蒙古，用

云朵为“十四冬”披上了素彩华裳，处处是

云升云卷云又舒。“十四冬”会徽“冬之韵”

以蓝色为主色调，以“冬”字字形为创意基

础，运用流畅、洒脱的中国书法语言，整体

呈现一种升腾的“势”，腾云而上，御风而

行，象征着体育事业的高速高质发展。“十

四冬”奖牌正面为云纹围绕运动会会徽，

背面则以草原演变的几何线条及雪花为

背景。白色会旗好似朵朵白云，象征着纯

洁、善良、吉祥与美好。火炬呈流线型，上

方有祥云点缀，虚实结合，天高云淡，给人

一种辽阔洒脱之感，祝福八方宾朋吉祥、

幸福、安康。场馆中同样有云朵飘浮，“十

四冬”主场馆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仿

佛天上云朵的倒影，场馆外形如云卷云舒

恣意悠然，又似哈达翩然舒展迎冰雪健

儿、八方来客。

“哈达为祖国吉祥歌唱，我把它献给

雄鹰骏马呦，哈达，洁白的哈达喽，哈达

把人间真情铺撒……”哈达，象征着祝福

与尊敬、和平与友谊、神圣与吉祥。在

“十四冬”开幕式舞台悬挂的巨大圆弧便

是一条飘动的哈达，展现着北疆儿女对

全国各族兄弟姊妹的欢迎与祝福。以蒙

古族儿童为创意原型的一对俏皮可爱的

吉祥物娃娃，男孩名为“安达”，女孩名为

“赛努”，名字组合后意为“朋友你好”，同

样表达了内蒙古人民的亲切问候。

“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

蹄马”，以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为奋斗宣言的蒙古马精神，是对

内蒙古各族人民精神品格的高度概括。

开幕式上的马舞与马头琴表演，将蒙古马

精神具象表达，展现了内蒙古的豪情与豪

迈。蒙古马精神恰恰与“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相辉映，使

“十四冬”愈发显得澎湃激昂、催人奋进。

相约内蒙古，不止内蒙古。北京天

坛、福建土楼、西藏布达拉宫……开幕式

上的运动员入场环节，各省市的人文风

情和地标建筑通过传统剪纸、国潮风彩

绘等艺术风格展现；从万里长城到港珠

澳大桥，从长白山巅到椰林海岛，从海上

玉兰到雪域牦牛……全国各族儿女携手

奋进，热情欢迎新友故交，在“十四冬”冰

雪盛会中展现恢弘的大美中国气象。

“号角已吹响，吾辈当自强”。在历

届全国冬运会中，“十四冬”规模最大、项

目最多、标准最高，健儿们秉持“为国争

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与全国各

族儿女一道，携手共赴冰雪之约。

携手共赴冰雪之约
■孙佳欣

2月 19日，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团体短距离（自由技术）决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滑雪场进行。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冰雪燃北疆，激情逐梦想。

“十四冬”是自北京冬奥会后，国内

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冬季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 ，也 是 2026 年 米 兰 冬 奥 会 前 的“ 中

考”。通过“十四冬”赛场，我们不仅期待

运动员们高水平的竞技表现，更期待能

看到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现状与新意。

呼伦贝尔的天气很冷，但冬运会的

热度却很高。行走在呼伦贝尔街头，“十

四冬”相关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公园内、

小河边、半山腰也常能见到小朋友在溜

冰玩雪，许多人在聊滑冰、滑雪，冬运会

的热度可见一斑。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自 2 月 17

日开幕以来就备受瞩目，不仅短道速滑

等热门赛事场场爆满，就连雪上技巧、冬

季两项这些原本冷门的赛事也颇受关

注。老将宝刀不老，新秀崭露头角。在

“十四冬”赛场上，武大靖、范可新、王强、

唐佳琳、程方明等老将奋勇拼搏的精神，

感动了很多冰雪爱好者。

这 一 次 ，从 2016 年 的“ 十 三 冬 ”到

2024 年的“十四冬”，跨度长达 8 年之久。

老将们克服年龄、伤病等方面的困难，训

练中坚韧不拔、奋斗不息，赛场上顽强拼

搏、不言放弃，令人敬佩，更振奋人心。

在“十四冬”开幕式上，武大靖作为

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主火炬。3 次参加

奥运会，拿到 2 枚金牌、2 枚银牌、1 枚铜

牌，武大靖依然奋战在全国冬运会的赛

场上。

在北京冬奥会后，休息了一年多的武

大靖，从去年 4 月才开始恢复训练，慢慢

找回状态。虽然目前距离巅峰状态还有

差距，但现在的他很享受赛场上的每一

刻。本届冬运会，武大靖在短道速滑男子

500米个人项目中无缘决赛，但他还是为

年轻运动员的成长点赞。他希望有更多

年轻运动员在“十四冬”赛场得到锻炼，将

中国短道速滑队“冰上尖刀”的锋刃擦得

更亮、更锋利。

此外，武大靖还与队友一起参与了

接力项目的争夺，并拿下男女混合团体

接力比赛的银牌和男子 5000 米接力比

赛的金牌。

与此同时，武大靖也迎来了新身份，

成为吉林队的一名教练员。

对于短道速滑的热爱，让武大靖选

择坚守。“我还是热爱这个冰场，只要能

滑得动，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31 岁的范可新，是全国冬季运动会

的四朝元老。从 8 年前“十三冬”获得 2

金、1 银、1 铜，到“十四冬”赛场女子 3000

米接力 1 金收官。只有她自己知道，这 8

年究竟付出了多少。

本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范可新共报

名参加了女子 500 米、1000 米、混合团体

接 力 、女 子 3000 米 接 力 4 个 项 目 的 争

夺。在前三个项目中，她都无缘领奖台，

直到与队友携手拿下女子 3000 米接力

冠军后，范可新终于迎来了激情释放。

那一刻，她振臂呐喊，与队友拥抱庆祝。

谈及本次比赛的表现，范可新直言

“挺好的”。此外，对于赛场上涌现出的

年轻队员，范可新说：“大家都是在为米

兰冬奥会上取得更好成绩而拼搏，很高

兴看到年轻选手的进步，只有她们快了，

我才能更快，团队才能更快。”

“我现在不仅仅是和对手比、和自己

比，更要和伤病比。”作为一名老将，每次

走上赛场，都会遇到诸多难题，但范可新

依然期待未来。她表示，三十而立，是老

将，也是新人。

19 日，内蒙古迎来了寒流，但“十四

冬”热度不减，赛场上运动员们继续奋力

拼搏，争创佳绩。在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国

际滑雪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越野滑

雪选手们在岱海湖畔上山下坡，来回穿

梭，展开激烈竞赛。

作为中国越野滑雪的领军人物，王

强曾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越

野滑雪世界杯等大赛，并接连突破历史，

两度刷新中国越野滑雪的最好成绩。

1993 年出生的王强，非常珍惜参加

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机会。为了备战“十

四冬”，王强于去年 9 月赴挪威集训，并

通过以赛代练，和世界顶级运动员比拼，

提升竞技水平。

“十四冬”赛场上，王强表现十分抢

眼，在已经参加的 4 个项目中全部摘金，

分别拿下了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双追

逐、男子 15 公里、男子短距离和男子 4×

10 公里接力项目的冠军。

4 金到手，王强并不满足。他接下

来还会参加 50 公里集体出发和团体短

距离比赛，他期待再夺 2 金，创造历史。

王强在 19 日赛后表示，越野滑雪对

运动员来说，考验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

理。这个项目需要冷静的头脑来分配体

能、掌握节奏，但这是王强的弱项，他很开

心能够在本次冬运会比赛中实现突破。

展望未来，31 岁的王强直言：“我希

望在明年的亚冬会上能够获得金牌，也希

望在米兰冬奥会上获得一枚奖牌。”

1991 年出生的老将唐佳琳，已经在

冬季两项的赛场上拼搏了 15 年，参加了

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 16 日的冬季

两项女子 10 公里追逐赛中，最后时刻她

以 0.7 秒的优势反超内蒙古队选手池艳

敏摘得季军。

赛后，唐佳琳表示，这场比赛很辛

苦，一直在追赶前面的选手，“虽然和第

四名的年轻选手一直在相互追逐，但是

我相信我能冲过她！”这枚用尽全身力气

拼来的奖牌，对于唐佳琳来说比金牌的

分量还重，“冲过终点那一刻，很想呐喊

一声，感觉压力都释放了。能站上颁奖

台我很开心。”

青春易逝，时光难留。对老将来说，

在与年龄对抗、与不断下滑的身体机能

搏斗之余，他们还得与伤病抗争。

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体力严重透

支的程方明瘫倒在地，靠着教练与志愿

者的搀扶才勉强站起来。这样的场景，

对于素有“铁人”之称的冬季两项名将来

说，是极其罕见的。

“真是拼尽全力了。最近一直在感冒

发烧，已经好几天了，昨晚还发烧到 39℃，

浑身乏力，影响了今天的发挥……”在冬

季两项男子 20 公里个人赛中获得第五

名，老将程方明颇为遗憾。

程方明一直都有“铁人”的称号，北

京冬奥会上他参加 6 项比赛，平均每两

天一场比赛。这一次来到了“十四冬”的

赛场，程方明在 15 日参加了冬季两项男

子 10 公里短距离项目的比拼，并收获银

牌，次日的男子 12.5 公里追逐赛中获得

金牌。后续，他还将参加集体出发及接

力项目的争夺。

三十而立的程方明，依然驰骋赛场，

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在冰雪赛场上，年龄并不是一道鸿

沟，而是一种传承的桥梁。很多队伍都

是以老带新的阵容，当老将们带着沉稳

的经验与新秀们充满活力的青春相遇，

在冰天雪地中交织出了拼搏与传承的绚

丽画卷。

老将不老，壮志犹在，拼搏者永远年

轻。让我们一起为老将们的坚持和拼搏

喝彩！

（本报呼伦贝尔2月 20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激战正酣，武大靖、范可新、王强、唐佳琳、程方明等老将在
赛场上宝刀不老—

拼 搏 者 ，正 青 春
■本报记者 仇建辉 马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