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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记者李春宇）16
日至 17 日，国际雪联自由式及单板滑雪 U 型
场地和公园项目竞赛主任罗伯特·莫里斯在北
京考察 2024-2025 赛季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筹办工作。他表示，首钢
滑雪大跳台作为冬奥场馆，近年来在促进单板
及自由式滑雪项目推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赛历，2024-2025赛季国际雪联单板
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将于11月29日至
12月1日在首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举办，本
次赛事也是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
奥会资格积分赛。

本次考察期间，莫里斯一行在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北京市体育局等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考察了场地流线、竞赛
区域等设置情况。各方就竞赛日程、竞赛组
织、场地保障、电视转播、医疗服务等工作进行
了讨论。

莫里斯对现阶段赛事筹办工作和考察成

果表示认可。他说，每次来到首钢滑雪大跳台
都非常开心，场馆的造型和周围景观都非常
棒，硬件条件很出色。

在北京冬奥会上，首钢滑雪大跳台共产生
四枚金牌，中国选手谷爱凌和苏翊鸣分别夺得
女子自由式和男子单板冠军。莫里斯说：“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国大众更了解冰雪
运动，冬奥场馆‘雪飞天’让人印象深刻。中国
运动员谷爱凌和苏翊鸣夺得冬奥冠军，进一步
激发了中国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促进单
板及自由式滑雪项目推广，这是对冬奥遗产的
最大化利用。”

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
杯是由国际雪联主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作为
该项赛事前身，沸雪北京世界单板滑雪赛
2010 年起落户北京。2017 年，经国际雪联确
认，赛事升级为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大跳台世
界杯。2019 年，赛事增加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项目。

新华社沈阳7月17日电（记者张逸飞）提起冰雪运动，印象里
受季节影响比较大，通常属于冬季节目。但连日来，2024 年辽宁
省青少年滑雪挑战活动（夏季）掀起了一阵“反季”冰雪运动热。

该活动正在沈阳星摩尔购物中心雪乐山室内滑雪馆举行，吸
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近150名小选手在滑雪机上进行滑行技能比
拼。赛事活动分为男、女两个组别，每个组别包括 U8 单、双板，
U10单、双板和U16单、双板项目。

雪乐山室内滑雪馆负责人张起家向记者介绍，随着冬季运动
的快速发展，不仅冬天滑雪的青少年越来越多，非雪季通过室内滑
雪机训练的学员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如今，滑雪机已成为专业运
动员和滑雪爱好者非雪季的主要训练方式之一，非常适合纠正、改
进滑行动作。滑雪机的雪毯实际上是一种旱雪雪道，与固定的旱
雪雪道不同，滑雪机能够较好地模拟滑雪场环境，滑行速度和坡度
可调节，滑雪者的实时数据会通过软件反映在电脑上，据此可以纠
正动作，进行精准训练。

辽宁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佘宇表示：“今年，辽宁省体育
局会在夏季举办一系列滑雪挑战活动，青少年滑雪爱好者将通过室
内滑雪机提高滑行技能，这将促进冬季项目的开展和普及。同时，
本次活动也是今年辽宁省全民冰雪运动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有助于
为辽宁筹备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冬运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辽宁：室内冰雪赛事夏季受热捧 国际雪联官员：

“雪飞天”促进单板及自由式滑雪项目推广

20年前，在西北戈壁深处的甘肃省嘉峪关市迎宾湖
边，来自海内外的340名运动员跃入湖中、劈波斩浪，飞
溅的水花拉开了嘉峪关市首届铁人三项比赛的帷幕。
那时没有人想到，这片水花泛起的涟漪，竟激荡至今。

不久前，嘉峪关第十五届国际铁人三项赛顺利闭
幕，赛事已持续20年、15届。从铁山、铁企、铁城，到铁
人三项运动，明长城西起首因一项运动焕发新的活力。

结缘20载：
铁人三项运动扎根西北钢铁基地

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的嘉峪关市因企设市、
因关得名。1958 年，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
千年雄关嘉峪关旁设立，一片荒漠戈壁中，崛起了新中
国规划建设的第四个钢铁工业基地。

嘉峪关紧邻“铁人”王进喜的故乡。经过数十年奋
斗，嘉峪关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敢为
人先的城市精神。“硬核”的铁人三项运动，与这种“铁
骨铮铮”的“钢城”气质契合。

“那时嘉峪关并没有什么品牌赛事，经过外出观摩
学习，2004 年中国·甘肃·嘉峪关铁人三项国际积分赛
（亚洲杯）暨全国冠军杯系列赛在嘉峪关落户。”据嘉峪
关市体育局局长陈学军回忆，首届比赛当天，嘉峪关万
人空巷，西北小城因为这场赛事沸腾了。

当时，加油声、呐喊声在赛道旁此起彼伏，铁人三
项运动员们的矫健身姿、紧张刺激的比赛场面，就这样
烙进了嘉峪关市民的心中。

谈及铁人三项运动与嘉峪关的缘分，70 岁的王英
起感触颇深：“这是我第四次来到嘉峪关，也是第一次
在嘉峪关参加铁人三项比赛，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才 4
岁。”来自山西临汾的王英起此次参加了嘉峪关“一带
一路”国际铁人三项长城戈壁挑战赛男子半程 70岁以
上组别的比赛，最终获得第三名。

比赛当天，嘉峪关细雨蒙蒙，气温偏低，在检录区
等待的王英起赤脚站立、精神矍铄。据王英起介绍，他
的父亲当年正是支援酒钢建设的一员，他幼年时便跟
随父亲来到嘉峪关，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时光。“嘉峪关
的变化太大了，赛道设计和气候在我跑过的所有比赛
里都算是非常好的。”王英起说。

一项参与人数多、规模大、影响力强的品牌赛事对
举办地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铁人三项运动与嘉峪关
城市精神的高度契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带动效应。

“点亮”一座城：
无海之地孕育铁人运动“蓝海”

近年来，伴随着嘉峪关市铁人三项运动的蓬勃发
展，嘉峪关市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这个深
处西北内陆的戈壁之城正在孕育体育产业发展的广阔

“蓝海”。
北京海橙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闫猛介

绍，嘉峪关市有优质的游泳水域、平整的自行车赛道、
极具特色的跑步线路，是铁人三项运动爱好者们公认

的“黄金赛场”。
“学者的研究和我们的实践都表明，我国铁人三项

运动的快速发展与西北旅游的爆发高度重合。”闫猛表
示，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大有可为，前景可期。

国际铁人三项赛、航空滑翔节、全国机器人大赛
……据统计，上半年，各类赛事直接带动嘉峪关体育消
费 4700万元，间接带动体育消费 3.64 亿元。嘉峪关市
充分利用长城文化、边塞文化，进一步开发冰雪、戈壁、
沙漠等自然资源，不断延伸体育产业链。

陈学军表示，近年来嘉峪关通过体育赛事吸引了
许多资本前来投资合作，这对于开拓当地新的经济增
长点、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铁人三项运动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传统印象中，铁人三项是一项挑战巨大、门槛很
高的极限运动。但近些年伴随全民健身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

今年69岁的秦朝刚2018年第一次参加铁三赛，如
今平均每个月都要参加两场铁三赛。“现在条件好了，
年轻时我们只能在山里、河里跑，现在我每天都骑车、
游泳，很安逸。”秦朝刚说。

43岁的程序员刘德斌夺得此次铁人三项长城戈壁
挑战赛男子精英组亚军，他还获得了 2024年西班牙铁
人三项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我参加铁三赛已经有 8年时间了，最大的感受就
是参与这项运动的人们年龄跨度越来越大，从孩子到
老人，现在每次比赛都可以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参赛者，
这说明铁三运动发展得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刘德斌
说。

陈学军表示，接下来嘉峪关将进一步发挥精品赛
事效应，延长相关产业链，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带动
全民健身活动更好开展，“嘉峪关铁人三项运动的‘下
半场’，才刚刚开始”。

新华社兰州7月17日电

“雄关”漫道真如“铁”
——铁人三项运动“点亮”天下第一雄关

新华社记者张睿

嘉峪关第
十五届国际铁
人三项赛比赛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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