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刮痧救急
花滑名将安香怡带病出战

获女单短节目第五
新华社哈尔滨2月12日电（记

者李嘉、乐文婉）12日，中国选手安
香怡在亚冬会花样滑冰女单短节目
刚一出场，就被观众们发现了她后
背的伤痕，“她刮痧了。”看台上议论
着，也同时涌起了对她状态的担忧。

好在安香怡稳住了，18 岁的
“妮妮”在自己首届亚冬会上贡献了
一套完整的短节目，以个人赛季最
高分 62.96分排名女单第五。日本
名将坂本花织以75.03分领跑。

“今天状态其实特别不好。”安
香怡说，昨天开始咳嗽，今天早上有
点发烧。“中午安教练（安香怡的父
亲）给我刮了痧，妙手回春，我觉得
还有点迷迷瞪瞪的，最后的步法表
现得不好。”

虽然不在最佳状态，但安香怡
不想留下遗憾。在节目开始前她使
劲拍了拍自己的脸，“我以前有一次
像做梦一样没发挥好，所以这次就
想一定要清醒。”她说。

每一个跳跃安香怡都发挥出色，
谢幕后她跪在冰面上，气喘吁吁。“很
开心能滑出一套相对还算完整的节
目。希望下次能多展现出一点表现

力。其实每个跳都有点晃，但最后都
站住了，可能有一点小幸运。”她说。

对于明天的自由滑，安香怡的
期待是完整滑下来，“尽可能不要跳
空和丢连跳，如果明天状态还是不
好，我也要尽可能撑下来。”她说。

安香怡昵称“妮妮”，不到 3岁
就开始上冰，10岁获得全国青年冠
军，数次获得全国冠军，但近年来深
受发育期困扰，表现不太稳定。她
是2023年世青赛第六名，也是去年
的“十四冬”亚军。

本次亚冬会是安香怡和北京冬
奥会女单季军坂本花织首次同台
竞技。“希望能和坂本花织换 pin
（徽章）。”安香怡表示，她希望通过
亚冬会和外国选手多聊天、交朋
友。“和吉田阳菜、金彩然以前都一
起比过赛，但和坂本花织是第一
次，她的两周半（跳跃水平）是我梦
寐以求的，我回去要学习一下她那
样的跳跃高度。”

当日短节目中，另一名中国队
选手朱易也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
绩，以62.90分名列第六。女单自由
滑比赛将在13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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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从1金到11金

上届札幌亚冬会，中国速度滑冰
只有高亭宇一金入账。时隔八年，中
国速滑队在各个项目上均取得突破，
豪取11枚金牌。

作为从“1”到“11”的亲历者，高
亭宇说，中国队科学的训练手段、资
深外教的加持让他不再孤军奋战，

“大家一起努力，中国速度滑冰会越
来越好”。

中国速滑队领队冯爽用“感动”
和“欣慰”形容本次队伍表现：“我觉
得每一块金牌都不容易，都是拼出来
的，这个成绩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
们树立米兰冬奥会的信心，二是帮助
我们寻找存在的问题，为之后 300多
天的备战做出指引。”

高亭宇、宁忠岩、韩梅扛旗

本届亚冬会，高亭宇、宁忠岩、韩
梅三人各自收获三枚金牌。其中，高
亭宇在男子 100米、500米、短距离团
体追逐中摘金；宁忠岩在男子 1000
米、1500米、短距离团体追逐中问鼎；

韩梅则是在女子 1000米、1500米、女
子团体追逐中登顶。

三位“三金王”展现了中国大道
中坚力量的风采。接受采访时，三人
都表示，亚冬会是很好的练兵场，自
己的大目标是一年后的米兰冬奥
会。韩梅说：“我认为接下来要戒骄
戒躁，保持谦卑，把目标放在更大舞
台。”宁忠岩说：“在米兰要弥补北京
冬奥会的遗憾，争取登上最高领奖
台。”高亭宇则表示，自己在米兰的目
标是“走上领奖台”，“如果是金牌就
更好了”。

小将表现可圈可点

本届亚冬会，“00后”小将表现出
色，杨滨瑜、太智恩分别拿到女子
3000米金牌和铜牌。杨滨瑜说：“北
京冬奥会后，我们引进了新的教练团
队，有了一些新的技术理念和训练方
法，感觉在个人能力上有了很大进
步。”而获得该项目银牌的韩梅也欣
喜地表示，女子中长距离人才基本没
断档，小将未来可期。

男子长距离项目一直是中国队

短板，本届亚冬会，吴宇、刘瀚彬、哈
那哈提·木哈买提包揽了男子 5000
米金银铜牌，展示了中国速滑男子
长距离项目的进步。据了解，这两
年长距离组进步明显，得益于教练
组组成了由李琰为主教练、俄罗斯
和荷兰外教共同指导的团队，长距
离组也力争在米兰冬奥会上实现
突破。

有巅峰对决，也有名将缺席

本届亚冬会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
前哨战，亚洲高手上演了精彩对决。

在竞争激烈的男子 500米赛场，
北京冬奥会冠军高亭宇和季军森重
航同台亮相，两人都滑出了35秒以内
的好成绩，而高亭宇的夺冠成绩只领
先摘银的对手 0.02秒。赛后，高亭宇
坦言，看到森重航的成绩时，自己压
力非常大，由于冲得太快、强度太大，
自己赛后还吐了。

本次亚冬会，亚洲劲旅日本队未
获得金牌，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完全
派出顶尖选手参赛，其中包括冬奥冠
军高木美帆。

接受赛后采访时，韩梅多次提起
高木美帆，觉得她的缺席影响了自己
的金牌成色，非常想与她同场竞技。
米兰冬奥会上，1500米和1000米都将
是两人主项，高木美帆已经发出志在
夺冠的口号，可以想见，韩梅将面临
更大挑战。

（新华社哈尔滨2月12日电 记者
岳冉冉、王梦、李典）

11金创历史 盼米兰再登顶
——中国速度滑冰队亚冬会表现综述

哈尔滨亚冬会速度滑冰项目 11

日收官，中国速滑队以11金 5银 5铜

登顶奖牌榜，创造了队伍在亚冬会上

的历史最佳战绩。韩国队以3金 5银

4铜、日本队以3银 3铜分列二三位。

从本届亚冬会看，中国速

滑队呈现出一些新面貌、

新气象。

王冰玉：四刷亚冬会“解锁”新身份

新华社哈尔滨2月12日电（记
者 许仕豪、王恒志）哈尔滨亚冬会
13日将产生6块金牌。在亚布力赛
区，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和冬季
两项接力赛将为雪上项目画上句
号。冰上方面，花样滑冰将迎来男
单、女单自由滑比赛。

截至12日，中国代表团已经在
雪上项目中取得18块金牌，举办雪
上赛事的亚布力成为东道主的“福
地”。13日，亚布力赛区将决出雪上
项目最后四块金牌。单板滑雪U型
场地技巧比赛中，中国女队武绍桐
和蔡雪桐有望摘下奖牌，她们的主
要竞争对手是日本选手富田濑奈和
清水笑良，其中富田濑奈是北京冬
奥会季军。男子方面，日韩选手优
势较大，中国队选手谷奥将亮相决

赛。冬季两项比赛中，女子4×6公里
接力和男子 4×7.5公里接力比赛将
打响，中国队将向奖牌发起冲击。

花样滑冰迎来男单、女单自由滑
比赛。12日获得男单短节目第三名
的中国选手戴大卫将继续与键山优
真、车俊焕等名将同场竞技，女队安
香怡和朱易同样值得关注。

冰球方面，中国男队将在半决
赛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另一张决赛
门票将从韩国队和日本队之间产
生。女子四强循环赛继续进行，中
国女队同样将面对哈萨克斯坦队。

此外，冰壶半决赛将打响，中国
男队将对阵资格赛菲律宾队和日本
队之间的胜者。已经锁定四强的中
国女队将与日本队进行最后一轮循
环赛，随后迎接半决赛对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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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亚冬会即将落下帷幕，
而2025年的中国体育画卷，才刚刚
开始铺展——8月，我们将迎来成
都世界运动会；11月，第 15届全国
运动会将在广东、香港、澳门举行。

2025 年，没有奥运会的辉光，
不见世界杯的狂欢，世界体育似乎
迎来“小年”，但中国却以独有韵律，
以一年举办三场大赛的节奏，编织
着冰雪与热浪的诗歌，踏响了中国
体育强国建设坚实的足音。

“简约不简单”
办赛理念与模式持续升级
哈尔滨亚冬会接近尾声，中国

代表团已经创造参加这一赛会的历
史最好成绩。而亚冬会带来的，不
仅仅是成绩的突破，更是办赛理念
与模式的升级。

近年来，中国大型体育赛事的
组织管理经历着显著的演变。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
艳丽认为，自1990年我国第一次举
办亚运会开始，我国举办大型体育
赛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
1990年到2008年，由洲际综合性国
际体育赛事向全球性国际体育赛事
跨越；二是从 2009年到 2022年，由
顶级夏季国际体育赛事向顶级冬季
国际体育赛事迈进；三是从2023年
起，我们开始深度参与国际体育赛
事体系可持续发展。

东北、西南、粤港澳大湾区，
2025年承办大赛的三个区域，在30
多年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的
通达性、智慧性、宜居性、韧性不断
增强，体育场馆的数量和质量均有
明显提升，数字化、绿色化和低碳化
成为办赛的重要特征。

除了硬件保障，软件的升级让
我们在赛事举办中的各个环节更成
熟、更自信。本届亚冬会的新闻服
务团队中，多人有着丰富的大赛经
验，对新闻服务各个环节的把控专
业且到位，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赞
誉。

而纵观 2025 年这三场大赛的
办赛理念、要求和实践，“节俭”“绿
色”等是共有的关键词。

亚冬会提倡节俭办赛，哈尔滨
赛区5个比赛场馆虽然都由旧馆改
造，但运动员、官员和观众对场馆的
使用体验都赞不绝口。亚洲滑冰联
盟主席张明熙表示：“亚冬会的场馆
设施是世界顶级的。”

同样的节俭办赛理念，也贯穿于
即将到来的十五运会。广东赛区计
划使用约90%的现有场馆，最大程度
降低办赛成本。十五运会广东赛区
执委会副主任、广东省体育局局长崔
剑介绍，十五运会还有望打造全运会
历史上首届“碳中和”赛事。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
授谭建湘表示，我们在办赛中“大兴土
木”越来越少，效益和评价越来越好。

“未来我们的办赛模式，一方面
要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资源、打硬
仗，另一方面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办赛，政府主导、社会力量运营，根
据不同城市特点打造各自的品牌赛
事。”谭建湘说。

“产业新引擎”
赛事龙头效应持续放大

正在进行的哈尔滨亚冬会，已
经成为带动冰雪经济乃至更多周边
产业的龙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政策红利的释放和消费观念的
改变，这种龙头带动作用更加凸显。

数据显示，亚冬会期间哈尔滨
入境游订单同比激增157%，国际赛
事的强大引流效应尽显。哈尔滨市
文旅局在赛事期间打造了10条精品
旅游线路，串联起 500余处文旅场
景，形成“冰雪赛事+”的产业矩阵。

一张门票能带动多少周边消
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测算模型，
但个案足以窥见一斑。这次亚冬
会，来自广州的陈先生带儿子来哈
尔滨看短道速滑和冰球比赛，两个
人的门票价格约2200元，往返机票
约 6000 元，住宿三晚费用约 2000
元，其他吃饭和购物旅游花销约
4000元，总消费达 14200元。也就

是1元的门票消费，带动了将近6元
的其他消费。

亚冬会的举办，不只带动了黑
龙江和东北地区，还点燃了全国冰
雪运动的氛围，让这个冬天的冰雪
消费十分火热。

“窗含西岭千秋雪”。四川成都
西岭雪山已建成7条国际标准滑雪
道，可同时容纳 2000余人滑雪，还
有 20个雪地游乐项目让游客们畅
玩。据统计，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成都冰雪游度假场景吸引游客超
20.6万人次。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数据
显示，春节假期全国 934个滑雪场
客流量达 1723.2万人次，同比去年
春节假期增长10%。在亚冬会带动
下，黑龙江接待滑雪客流207.8万人
次，比去年春节期间增长13.5%，特
别是哈尔滨接待158.6万人次，增长
25.4%。截至 2 月 11 日，第二十六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运营52天，接
待游客突破 300万人次，再创新纪
录。

而成都，将接棒哈尔滨，在8月
举办世界运动会，这场盛会对体育
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李艳丽表示，世界运动会被称
为“二级奥运会”，是非奥运会项目
最高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将
为新兴项目产业化提供难得的国际
舞台。

“与奥运会的强竞技性不同，世
界运动会更偏表演性，群众参与度
更高，必将吸引各类赛事运营公司、
赞助商、媒体和观众参与到赛事中
来，拉动餐饮、住宿、旅游、周边产品
的消费热情。”李艳丽说。

在亚冬会开幕前，南海之滨也
传来讯息：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广
东赛区执委会与10家合作企业及2
家公益慈善组织签约，涉及总金额
13.6亿元。

十五运会广东赛区执委会市场
开发部副部长庾伟健表示，广东赛
区执委会已经收到 110家企业、涵
盖42个类别的赞助意向，总意向金
额已超22亿元。

“超越体育本身”
赛事赋能高质量发展

三场大赛，从空间布局来看，一
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华南；
从赛事类型来看，一个是洲际大赛，
一个是世界大赛，一个是全国大赛。
三场赛事，从不同维度为体育强国建
设注入强劲动能，也给城市、区域、社
会带来超越体育的深远影响。

李艳丽表示，北京冬奥会之后
举办的亚冬会，必将巩固和扩大“带
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昭示
中国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
雪经济活力的决心与信心，“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从而加速构建现代冰雪产业
体系，进一步释放冰雪消费潜力，助
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亚冬会组委会副秘书
长、哈尔滨市副市长张海华说，办好
亚冬会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举
措、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

李艳丽认为，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是中国
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纽
带，而成都世界运动会将为世界了
解中国提供又一国际平台与窗口。

2025年11月，第十五届全国运
动会将由粤港澳三地共同承办。当
前，三地正携手同心，共赴这场全国
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
综合性运动会。十五运会的筹办和
举办，给粤港澳带来的意义，也将远
超体育本身。

“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办赛，进一
步深化三地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人员流、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高效便捷流动，积极为大湾区一体
化进程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国家体
育总局宣传司司长高超说。

2025年的中国，正在奏响东方
韵律、世界共赏的体育交响曲。

（新华社哈尔滨2月12日电 记
者 王浩明、胡佳丽、岳冉冉）

在三场大赛中
感受体育强国建设的脉动

——来自亚冬会的观察与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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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2月 12日电（记
者魏婧宇、戴锦镕）第四次踏上亚
冬会的冰场，王冰玉“解锁”了新身
份——国际技术官员。

作为中国女子冰壶队选手，王冰
玉曾在 2003年、2007年、2017年参加
过三届亚冬会，并和队友获得 2017
年亚冬会女子冰壶项目的金牌，这也
是中国冰壶女队在亚冬会上的首枚
金牌。

在哈尔滨亚冬会，王冰玉再次踏
上熟悉的冰场，从场上四垒换到场边
的裁 判 席 ，她 发 现 了 不 一 样 的 快
乐。“这是我第一次执裁国际比赛。”
王冰玉说，“换了不同的身份回到赛
场，反而能感受到专注在比赛当中
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更放松，更能享
受比赛。”

以裁判员身份参加亚冬会，对于
王冰玉来说“开心是开心，累也是挺
累，感觉当裁判比当运动员更累”。

冰壶比赛早上 9点开始，裁判员
7 点半就要到场馆进行赛前准备。

“我们要比所有运动员都早入场，时
刻关注场地情况。”晚上 9 点多比赛
结束后，裁判员们还要开会总结，“睡
觉的时间比当运动员参赛的时候少
多了”。

记录比分、测量壶距、向运动员
解释规则……裁判工作不仅让王冰
玉从赛场之外感受运动之美，也让她
深入到规则细节中，对这项运动有了
更深的领悟。“当运动员时虽然对规
则熟悉，但没有逐字逐句去理解，做
裁判后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去理解规
则，以及执裁的标准和细节，这样在
关键判罚中才能准确阐释出来。”

为了熟知世界冰壶联合
会的最新规则，王冰玉
翻 烂 了 好 几 本 规 则 手
册。“本届亚冬会比赛
积累的执裁经验是非
常宝贵的。”她表示，
中 国 冰 壶 有 高 水 平
的 运 动 员 参 与 国 际
赛事，也应有高水平
的国际技术官员，这
样 才 能 更 好 地 实 现
和世界冰壶运动的融
合发展。

王冰玉与亚冬会

的结缘，其实要早于 2003 年的首次
参赛。1996年哈尔滨第一次举办亚
冬会时，哈尔滨姑娘王冰玉作为观
众，就深深感受到了冰雪运动的魅
力。“不过那时候，冰壶项目还没有
进入亚冬会，到了本届亚冬会，有 13
支队伍参加冰壶比赛，还新增了混
双项目。之前冰壶运动员年龄相对
较大，现在有很多年轻运动员参与
这项运动，还有热带国家的选手也
来参赛，冰壶的魅力正在被越来越
多人看到。”

感受着冰壶的魅力，王冰玉在退
役后暂离了赛场，却没有离开这项运
动。从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冰壶项
目竞赛主任，到本届亚冬会上担任国
际技术官员，同时还是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冰雪运动学院的教师，王冰玉这
几年在不同身份间自由切换。“冰壶
赋予的能力”使她能把繁杂多样的工
作变得井井有条，一如在冰场上投壶
出手后，将场面化繁为简。

“冰壶是很有智慧的项目，教会
我如何平和地看待当下处境、如何处
理棘手问题、如何发挥出团队的最大
能量，这些年的冰壶经历教会我的东
西，在其他工作岗位上依然受用。”

而现在，王冰玉想将冰壶赋予自
己的力量更多地传递出去。

这些天她在冰壶比赛现场碰到
了不少熟人，曾经的国家队队友周妍
如今是中国冰壶队领队兼教练，柳荫
则担任了冰壶比赛的电视解说。“看
到姐妹们很开心，大家虽然不在一线
了，但还都在冰壶圈子里，活跃在这
些赛事中。”王冰玉说，“冰壶运动是
有传承的，还有很多东西值得被发

掘、被发现，现在的运动员可以
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攀登更

高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