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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思彤

下午5点，陈云霞、吕扬、崔晓桐陆续来到治疗室，几名康复

师已经做好准备。腿、腰、肩、胳膊……放松、按摩、理疗，全部完

成需要一个半小时。冬训期间，国家赛艇队内共有8名康复师，负

责19名运动员的康复治疗，重点运动员基本是一对一或者一对

二进行保障。“虽然运动员不多，但我们整个团队有30多名工作

人员，就是为了全力保障巴黎奥运会的备战。”领队黄小平说。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主力队员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伤病，张

灵在2022年做了膝盖手术，刘治宇的腰伤一直影响着他的状态。

为保证日常训练效果，康复治疗就成为国家队保障的重要工作。

康复治疗师除了水上训练课，陆上的体能训练课和测功仪训练

课都会全程参与，力量训练中还要进行保护。一方面是训练中

如果出现受伤等意外可以第一时间处理，另一方面也可以全面

了解运动员的状态和身体情况，便于日常治疗和康复。“优秀运

动员有伤病是正常的，关键是做好保障，伤病保持在可控范围

内，能正常训练。”国家队相关负责人资薇博士介绍。

冬训开始后，国家队加强了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监测。除每月

一次的测试周会安排8至9项测试，全面考察运动员体能、力量和

状态等以外，冬训期间还通过微量元素的检测进一步了解运动

员的身体情况，并在日常进行针对性补充。“我们此前两次检测

都显示运动员普遍缺乏维生素D，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资薇

说，“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千岛湖的日照相对弱一点，某个波长的

紫外线不足，到了海南之后应该会有所变化。返回千岛湖前，队

里还会再测一次。”

饮食也是国家赛艇队的重点保障环节，转场海南，队伍特意

与酒店协调出独立的厨房和餐厅。目前队里有来自东北、陕西和

广东的厨师，有的擅于做面食，有的擅于煲汤，每天变着花样给

队员们做饭。队里还邀请了北京体育大学的营养团队来实地考

察，结合运动员身体状态完善饮食计划和营养方案。

吃好、睡好、恢复好，对于运动员而言，这些朴素的要求其实

有着很高的标准，这也是运动员能够“练好”的基础保障。每一块

奖牌甚至金牌背后，都有大量后勤、科研、康复等工作人员的付

出和努力。 （海南定安1月8日电）

中体在线 张兆增摄（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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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静 田洁

短道速滑项目相对小众，如何能在七

台河扎下根？七台河为何总能出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这源于七台河短道速滑人才基

础雄厚，层出不穷，源于四十多年来通过实

践形成的体教融合、梯次培养的人才培养

模式，源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参与者的忘

我投入和责任担当。

1985年，七台河市新建小学开始在学

生们中间开展短道速滑运动，成为七台河

市最早在教学中引入短道速滑的学校。历

经三任校长的秉持初心、持续努力，学校成

为短道速滑特色校。“通过体教融合特色办

学，孩子们在冰上追逐中感受快乐，在学习

和掌握一门运动技能的同时，也锻炼了意

志品质，培养了体育锻炼的习惯，这让他们

终生受益。”现任校长王岗告诉记者，新建

小学的滑冰队向市业余体校输送了大批有

天分、有潜力的孩子，在各级比赛中取得了

好成绩。

“冰雪特色校”一直是七台河市破解选

材难题的一把钥匙，持续筑牢短道速滑人

才基座，不断为“奥运冠军之城”积攒后劲。

七台河市体育和教育部门联合推进，

制定了《七台河市短道速滑特色学校管理

办法》，开始建立短道速滑特色学校，将短

道速滑基础人才的培养放在小学，走出了

一条体教融合发展之路。选派专业教练员

到开展短道速滑的7所小学支教，将同年龄

段中形态、速度、灵敏等素质测试较为突出

的学生选拔进入校队，启蒙短道速滑知识，

把后备人才培养的根扎在校园里，坚持“抓

训练与抓学习、抓品德并重，培养优秀体育

后备人才与培养社会有用人才并重”的原

则，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2018年，七台河市第十五小学成为首

个七台河短道速滑特色校，聘用具有专业

技能的教练，让孩子们从小练好基本功。

现任七台河市短道速滑少儿业余体校主教

练张利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执教生涯，并

开创了吃、住、学、训一体化管理模式。目前

第三任校队教练赵旭毕业于哈尔滨体育学

院，是七台河市首位人才引进政策下“入

编”的小学老师，让她放弃高薪工作回到家

乡进行短道速滑普及教育的动力，是她希

望在这里实现梦想。赵旭说：“短道速滑教

会青少年坚持、竞争与合作，我的学生不是

必须要拿世界冠军，我更希望孩子们在学

校学习期间能够有收获、有成长。”

作为“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的底气

不仅来自“金字塔尖”，更植根于坚实的“塔

基”。像第十五小学这样“从娃娃抓起”的短

道速滑特色校，七台河有11所，拥有在训小

运动员300多人，是中国短道速滑项目后备

人才储备最充裕的城市之一。

运动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

的顶层设计。在七台河，相关部门整合资

源，化“平行线”为培育高水平短道速滑后

备人才的“同心圆”。为了保证人才在初始

阶段的可控性和可持续性，2015年起，七台

河市实行“统一人才选拔、统一训练内容、

统一免费上冰、统一免费接送、统一免费发

放训练装备和补贴”的“五统一”扶持办法，

在特色校中建立“小体校”，进行“集中学

习、集中训练、集中生活”的“三集中”管理

和走训相结合，夯实人才选拔基础。截至目

前，已完成11所特色校的建设工作，重点班

3支队伍有近百人在训，形成了特色校—基

础班—重点班—省队—国家队的“金字塔”

式高水平人才培养输送梯队体系，累计向

省队输送运动员340人次，向国家队输送运

动员54人次。

2021年，“省队市办”政策执行，黑龙江

省短道速滑青年队落地七台河，开辟了后

备人才向上输送新渠道，实现了短道速滑

项目的历史性飞跃。截至目前，青年队30名

在训运动员中，七台河籍运动员就有27名，

他们正在成为未来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项目

的中坚力量。

七台河始终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定位，

并坚守于此———扑下身子搞基层训练，做

全国短道速滑的苗圃，把优质的青苗向上

输送到各个层级的队伍。“七台河教练专注

于基层教练工作，专注于青少年运动员的

培养，做最好的青少年教练。”七台河体育

局副局长王猛说，“我们明确七台河就是启

蒙阶段和打基础阶段，拔高是省队和国家

队的事，跑好自己这一棒，把好苗子顺利交

给省队和国家队。”

体教融合也带动了冰雪运动进校园。

2022年6月，七台河市推出《推进冰雪运动

进校园实施方案》，将短道速滑项目作为必

修课，纳入中考科目，激励更多学生走上冰

场。记者到第十五小学采访时，对面十五中

学的学生们正在校园冰场上练习，“他们是

准备参加中考体育测试的，测试内容是100

米滑行。”赵旭告诉记者，每年中考体育测

试，都有超过95%的学生选择短道速滑。

为了吸引短道速滑人才，促进训练开

展，提升竞赛水平，激励突破创新，七台河市

先后出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政策意

见》《运动员教练员参加重大体育赛事奖励

办法》《七台河市短道速滑专业队运动员管

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在全市人才“编制周

转池”中专门拿出事业编制，支持专业运动

员和引进专业教练员。建立在训运动员关怀

激励机制，累计为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发

放奖励资金500余万元。2023年4月，成立全

省首家短道速滑基金会，募集资金2260万

元，每年有固定经费投入项目发展，成为七

台河市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有了编制，从体校毕业的孩子就可以

到学校担任体育老师，体校可以吸引更出

色的教练，配齐康复师、器材师等岗位，让

孩子们的训练得到全方位保障。”王猛说。

4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立足城市特点，

选准运动项目，发挥自身优势，七台河短道

速滑人才培养经验成为标杆。通过深化体

教融合，七台河形成了从学校到专业队，从

业余到职业的培养、输送和层层选拔人才

的机制，脚踏实地走出一条体育竞技人才

培养之路。

本报记者 王子纯

202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是上海市体育领域第一部综合性、

基础性的地方性法规。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新认

为，《条例》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既细化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规定，又充

分回应上海实际需求，强调务实管用，以规则之力破

解上海体育领域堵点、痛点、难点问题，构建上海体育

法律规范体系的“四梁八柱”。

“金角银边”获支持 运动安全添保障

《条例》相较于《体育法》将“体育赛事”和“体育设

施”两章内容单列。罗培新介绍原因：一方面，丰富而

发达的体育赛事体系已成为上海对外交往的金字招

牌，有力支撑着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和“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另一方面，上海市体育事业和全民

健身领域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市民健身需求与

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针对

这一问题，《条例》明确规定，因地制宜发展体育公园，

推动其免费开放；可以利用高架桥下空间、闲置地、楼

顶空间等场地资源建设公共体育设施。

打造“金角银边”在上海早有实践，很多健身场地

由老厂房、屋顶、废弃场地改建而来，其中深受百姓喜

爱的洛克体育公园就是生动案例。三年前，上海市长宁

区政府启动中环立交桥下空间更新，引进洛克体育品

牌，挖掘空间潜力，提升环境景观品质，将闲置的空地

转变成集运动、休闲、科普为一体的多功能公共空间。

由于手续繁琐、操作有难度，作为场地承租方和

运营方，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富祺一

度认为北虹立交桥模式不易复制。如今，《条例》提出

按照规定建设公共体育设施的，可由区人民政府统筹

协调规划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管理、房屋管理、公安等

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予以支持保障。戴富祺有了信

心：“以往最多手里拿着区里的会议纪要，缺乏法律法

规方面的保障，主要依靠政府职能部门协调。《条例》

的颁布实施，为开发更多‘金角银边’提供支持，也为

体育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赵 萌

一条条崭新耀眼的健身跑道，一座

座宽敞明亮的体育场馆，一场场精彩纷

呈的比赛活动……从支持体育基础设施

建设到参与助力竞技体育赛事，三十年

来，甘肃体彩积蓄动能，助力陇原体育事

业大发展大跨越。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三十年里，甘

肃体彩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从即

开型规模销售，到电脑型体育彩票销售

网点遍布全省14个市州的发展历程。实

现了产品结构、管理体系、人员队伍、技

术系统、品牌文化建设等方面质的飞跃，

形成了以彩票专营店为主体，多业态销

售渠道和兼营店为补充，旗舰店为引领

的体彩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截至目前，

甘肃体彩销售网点达到3000多个，7000

人实现再就业，累计募集体彩公益金达

101亿元。

成绩来自于坚持不懈的努力。甘肃

省体育局局长王向晨坦言，甘肃体彩能

取得这样的业绩，得益于国家体育总局

党组的坚强领导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得益于陇原体彩人积极践行公

益体彩理念，推进责任体彩建设，守正创

新为体彩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为

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是前景十

分广阔的朝阳产业。”王向晨表示，作为

西部地区省份，在政府投资有限的情况

下，甘肃体彩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发展

功不可没。

正是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三十年来，甘肃丝绸之路

体育健身长廊建设全面推进，全省累计支持建设多功能运动场

295个、农民体育健身提升工程346个，乡镇和社区体育健身中心

1003个，建成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6406个，基本实现全覆

盖；市、县级公共体育场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87%。每年支持开

展的全省规模性健身系列活动达2500多次，参与人数逾千万人

次，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群众超过900万人次。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作为甘肃竞技体育发展的坚强后

盾，体彩公益金从助跑享誉国内外的金牌赛事兰州马拉松，到组

队参加第二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夺得赛段冠军，

甘肃体彩始终与竞技同行。近五年，甘肃省级优秀运动队在重

大国际赛事中共获得世界冠军9个、亚洲冠军6个，全国成年冠军

102个、全国青少年冠军97个。成功举办兰州国际马拉松、国际篮

联三人篮球U23世界杯等国内外知名赛事。积极探索“省队市

办”“省队校办”“省队协会办”等省级优秀运动队创办新模式，成

立省乒乓球队、省羽毛球队，竞技运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下转第二版）

王子纯

2023年1月1日，新修订的《体育法》实施，为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一年后，体育领域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体育发展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既落实新修订的《体育法》，

也直面新时代、新挑战、新问题，为上海市体育发展指明方向。

此前，上海曾颁布实施了三部体育领域地方性法规，分别是《上海

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上海市市民体育健

身条例》。结合今年实施的《条例》来看，当地体育立法的落脚点不仅要

“强管理”，更要“促发展”。

《条例》总则第一条即写明制定本条例“为了促进本市体育事业，发

展体育运动，增强市民体质，提升城市软实力”。围绕目标，《条例》妥善

处理立法与改革、规范与发展的关系，明确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

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促进竞技体育、体育赛事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升市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增强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方方面面都在呼应改革、关切民生。

上海市体育工作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条例》是真正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产物，制定过程经过反复调研、论证、修改，具有较高的

精准性和科学性。《条例》既坚持从问题出发，也充分总结好的经验，最

终利用法规进行固化，为提升上海市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促进上海市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局长谈体彩

冬训进行时

让运动员吃好睡好恢复好

国家赛艇队冬训保障“精雕细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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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实施

立法为民 推动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良法善治开拓体育发展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