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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中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愿景，让中国进入冰雪运动新时代。

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之后，中国冰雪的“奇迹”仍在继续上演。中国继续推动冰雪运动
普及发展，发展冰雪产业，越来越多人关注冰雪项目、参与冰雪运动，享受踏雪逐冰的速度与激情。
九州大地上，“冷冰雪”俨然成为“热运动”“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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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影响世界

虽然已经过去了 18 年，但是万龙滑雪
度假天堂董事长罗力对在河北崇礼运营当地
第一家大型滑雪场的情景记忆犹新。“滑雪
场一开，我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窘迫的状
况——几乎没有顾客。”彼时，中国滑雪群
体很小，再加上从北京驱车前往200多公里
外的崇礼需要四五个小时，让这座滑雪场
无人问津。

北京冬奥会的申办和筹办，改变了雪场
的命运。“2015 年 7 月，北京冬奥会申办成
功，当年雪季，滑雪场就爆棚了。”罗力说，

“滑雪场的缆车、接待中心、酒店等设施都不
够用了，我们向银行贷款扩建，这才‘接’
住了第二年纷至沓来的滑雪者。”

几年间，越来越多的大型滑雪场绽放在崇
礼。罗力发现，后来者的加入不仅没有分走一
杯羹，还让崇礼滑雪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

万龙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粉雪天
堂”。2018—19 年雪季，滑雪场接待游客 45
万人。“为了扩大市场，我们曾向大学生免费
开放。如今，我经常在雪道上碰到那时来过
的大学生，他们现在都成了滑雪发烧友。”罗
力说。

万龙和崇礼的蜕变折射出中国冰雪运动
跨越式发展的进程。“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统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0月，
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46亿人，居民参
与率达24.56%，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助推之下，冰雪项目参与者和热爱者的数
量仍然在不断提升。

“中国18岁至30岁居民冰雪运动参与率
最高，达到了37%，这体现了冰雪运动发展
时尚化、年轻化的特点。”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林显鹏说，中国群众性冰雪运动走向深入，
已经成为世界冰雪板块中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青少年学生群体对冰雪运动的参与度彰

显了中国冰雪运动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数
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约有3000所学
校把冬季运动加入了课程表，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冰雪运动特色校将达到5000所。在
北京，中小学生上冰上雪已达约210万人次。

为冰雪产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过去，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中国冰雪运
动参与人群主要集中在北方少数省份。“冰雪
运动不进山海关”是困扰中国冰雪运动普及
的难题。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推动下，伴随着体育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
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截至 2021
年，全国已有 654 块标准冰场、803 个滑雪
场，较2015年增幅达317%和41%。从东北到
海南，从新疆阿勒泰到“长三角”和“珠三
角”，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爱上了冰雪。

借助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机遇和冰
雪运动的热潮，中国冰雪产业蓄势腾飞。在

北京市滑雪协会副主席、雪帮雪业首席执行
官伍斌看来，中国冰雪产业的发展以北京冬
奥会为节点，此前主要受益于供给侧的影
响，冬奥会后，消费需求的强大动能将让冰
雪产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办，带动了冰
雪场馆数量的提升，比如全国室内滑雪场从
2014 年的 7 家增长到现在的近 40 家，而且更
多集中在南方城市。场馆的增加让滑雪设施
和设备的供应链条处于较大增长区间。”伍
斌说。

近年来，中国冰雪体育用品销量成倍增
长。京东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
滑雪运动类商品和冰上运动类商品整体成交
额同比分别增长 322%和 430%。雪板固定
器、单板滑雪板、滑雪裤和滑雪服等装备器
材的消费金额增速最快。

林显鹏认为，中国冰雪产业发展形成了
独特的模式。“很多室内滑雪场建成了以冰雪
为特征的运动或商业综合体，以滑雪为核心

带动餐饮、休闲、商贸、旅游、娱乐等产业
融合。此外，针对中国滑雪爱好者体验式、
休闲式滑雪的特点，中国围绕城市建设雪
场，形成了冰雪‘同心圆’，给世界冰雪运动
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冰雪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协同发展。
如今，大兴机场、高速路网、轨道交通运营
建设加速推进，京张高铁将张家口拉入了京
津冀“一小时生活圈”，坐着高铁去滑雪成为
中国冰雪爱好者的时尚和快捷之选，一条串
联起北京、延庆和崇礼的“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正在“后冬奥时期”崛起。

冬奥遗产贡献新动能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后，如何把群众
冰雪运动热情保持下去？专家和业内人士表
示，冬奥遗产的运用将成为推动冰雪运动和
冰雪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作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重要的物质
遗产，北京冬奥会场馆在设计建设之初便考
虑了赛后利用的要求。冬奥会后，“冰丝带”

“雪飞天”“雪游龙”“雪如意”等冬奥场馆将
成为造福人民的优质资产。

“面向未来，我们将全力以赴将‘冰丝
带’打造成展示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重要窗
口、展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亮丽名片。”北
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国家速滑馆场馆运行
团队主任武晓南说。据介绍，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采用了分区域、分功能制冰设计，
未来可同时开展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
壶、冰球等多种冰上运动，满足2000人同时
上冰体验的需求。

北控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延庆赛区冬
奥场馆的可持续利用工作将从打造重大赛事
举办和训练场地、大众参与冰雪运动场地、
休闲度假地等方面着力，努力形成北京“东
有环球影城、西有延庆冬奥园区”的整体格
局，将“最美冬奥城”呈现于公众面前。近
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将向公众开放，率先
开启冬奥体验季，游客可乘索道直达“雪飞
燕”山顶出发区，也可沿1.9公里的屋顶楼面
观光路参观“雪游龙”。在冬奥村，运动员同
款“冬奥智能床”、运动员餐厅特色菜品也将
为游客带来惊喜。

“冬奥遗产对冰雪产业的促进作用很大。
一方面，冬奥场馆会吸引很多冰雪运动爱好
者尝试和体验，加快冰雪项目的普及。另一
方面，苏翊鸣、谷爱凌等运动员会对年轻一
代的冰雪爱好者产生强大影响力，带动更多
人参与，推动冰雪运动的普及。”伍斌表示。

罗力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举办冬奥
会的3年内，主办国的冰雪运动参与人数都
会有较大增长。“申办冬奥会像梅花开了，预
示着春天近了；举办冬奥会像迎春花开了，
中国冰雪产业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春天到
了。”罗力说。

聚焦“后冬奥”⑥

冷冰雪成为“热运动”“热经济”
——北京冬奥会带火中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

本报记者 刘 峣

小朋友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等候进行冰壶体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受邀体验“双奥”主题旅游线路的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志愿者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留影。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充
分利用新老城区金边银角、老旧厂房等场地，高标准、高品位建设体育场地
设施，积极打造“15分钟健身圈”。

图为4月24日，运动爱好者在室外篮球场打篮球。
胡江涛摄（人民视觉）

本报电（立风） 中国足协近日在官网
公布了2022赛季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参
赛球队名单及相关政策。中超联赛没有俱
乐部退出，按计划扩军至 18 支参赛球队，
实行“升3降3”的升降级政策。青岛队和
贵州队退出职业联赛，由新疆天山雪豹队
和北京理工大学队递补参加中甲联赛。U19
国青队将参加中乙联赛。

2022 赛季中超联赛和中甲联赛规模均
为18家俱乐部，中乙联赛规模为20支球队
（含 U19 国青队）。中超联赛执行“升 3 降
3”政策，中超倒数后三名直接降入中甲，
中甲前三名直接升入中超。中甲联赛和中
乙联赛则分别实行“升3降3”和“升4降
2”的升降级政策。

新赛季三级职业联赛没有国内球员转
会名额限制。第一个转会窗口各中超俱乐
部可注册外援数量不得超过6名，各中甲俱

乐部可注册外援数量不得超过3名。中超俱
乐部每场可报名最多5名外援，同时上场最
多4名外援。中甲俱乐部每场可报名3名外
援，同时上场最多2名外援。

中超、中甲俱乐部每场比赛应有 1 名
U23球员始终在场，中乙俱乐部每场比赛应
有1名U21球员始终在场。为做好杭州亚运
会备战工作，中超、中甲俱乐部如有球员
入选 U23 国足，在球队集训、参赛及防疫
隔离期间可不执行U23球员出场政策。

如俱乐部被U23国足征调超过2人，相关
俱乐部可享受多人征调补偿政策：被征调2名
球员时，俱乐部同时报名人数可增加1人；被
征调3名球员时，俱乐部同时报名人数可增加
2人；被征调4名球员及以上，相关俱乐部每场
比赛的对手最多同时上场3名外援。

受疫情影响，目前三级职业联赛尚未
确定开赛时间、赛程及比赛举办地。

新赛季中超实行“升3降3”新赛季中超实行“升3降3”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地） 记者从成都
大运会执委会获悉，4月15日至23日，成
都大运会进行了“第一次实战综合演练”。

本次实战综合演练以成都大运会击剑
项目决赛日 （2022 年 6 月 29 日） 为场景，
通过全员参与、全要素、全流程演练，实
战检验前期筹备工作成果，对各项筹备工
作进行查漏补缺，锻炼运行团队、积累办
赛经验，全面磨合赛时指挥运行体系流
程，确保成都大运会顺利举办。

据了解，本次实战综合演练按照成都
大运会正赛标准和要求，分为前期筹备、客
户群抵达、赛事组织及场馆运行三个阶段组

织实施。在15日至21日的前期筹备中，完成
了大运通App上线、调试、运用，演练参加人
员和车辆的注册信息收集、人员背景审查、
注册制证、证件查验、设备安装调试，编制完
善交通时刻表、竞赛活动日程表、场馆每日
运行时刻表，各专项中心的组建、调试和试
运行等各项筹备组织工作。

22 日至 23 日，赛时指挥部调度中心
（MCC）以郫都击剑场馆中心6月29日当天
运行计划 （DRS） 为场景，按照“全流
程、全要素、全实战”标准开展大运会

“赛时一天”综合实战演练。此外，在22日
至23日，媒体运行环节也进行了演练。

成都大运会进行首次实战综合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