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雪燃激情 触摸“十四冬”
□本报记者 李存霞

随着“十四冬”的脚步越来越近，为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让
更多人了解“十四冬”，呼和浩特市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展示宣传标
语等多种方式，喜迎“十四冬”的到来。

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南路的美通食品批发市场
门口，看到道路旁已经张贴起“精彩十四冬，亮丽内蒙古”“绿色草原
银色冬运 金色梦想”等多个“十四冬”宣传标语，引来不少路人驻足。

来到美通食品批发市场购物的市民张云艳说：“我今年刚刚毕
业回到家乡内蒙古工作，就赶上了‘十四冬’在内蒙古举办，我觉得
很激动。非常期待这场冰雪盛会，预祝‘十四冬’圆满举办，也希望

‘十四冬’带动冰雪经济快速发展，让我们普通人也能更方便地体验
到冬季运动的乐趣。”

记者注意到，在内蒙古大学南校区东门附近，也张贴着“点燃冰
雪激情 放飞中国梦想”等“十四冬”宣传标语口号，来来往往、进进
出出的师生们经过时都可以看到。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在读
研究生刘晓艺说：“这几天，关于‘十四冬’的宣传报道随处可见，我
平时也很喜欢运动，对冬运会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
现场去看看比赛，亲自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

据悉，目前，“十四冬”宣传海报、宣传标语已经面向我区各地推
广，各地各单位也即将陆续张贴起“十四冬”海报，各个街道也将挂
起有关“十四冬”的宣传标语，烘托“十四冬”的美好氛围，激发群众
的冰雪热情，让广大市民群众时时关注“十四冬”，并积极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来。

□本报记者 赵娜

嘀嗒嘀嗒⋯⋯随着时针的转动，转眼间，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十四冬”）的脚
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走进“十四冬”筹备现场，瞧！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大家正争分夺秒，以工匠精神
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运动健儿：闭门苦练整装待发

时间紧迫，各个运动员队伍的备战工作也进入到了最关键的冲刺期。
奋战在备战前线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正厉兵秣马，用自己的努力与汗水迎接“十四冬”的到

来，力争将最佳状态展现在“十四冬”的赛场上。
在庞大的备战军团中，不少队伍选择了闭门苦练，对薄弱环节进行针对性攻坚。
在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陆地冰壶训练馆内，内蒙古陆地冰壶队正在紧张地训练，每天训练 8

小时以上早已成为他们的必修课。队长刘洋说：“我们很有信心，在本土作战，我们肯定要向冠军
发起冲击，争取登上最高领奖台。”

在多伦县冰上龙舟赛比赛场地，每天早上 8 点半，以多伦县、正蓝旗两地为主要队员的内蒙
古冰上龙舟赛代表队，准时地开始一遍又一遍的集合训练。

与其他队伍屯兵一处不同，巴彦淖尔市备战比赛的运动员兵分两路，一部分队员正在赤峰市
备战高山滑雪项目，另一部分队员在呼伦贝尔市备战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射击）项
目。

与闭门苦练者截然相反，也有部分队伍选择参加各种赛事，通过以赛代练的形式，寻找最佳
状态。

日前，直通国际比赛选拔赛速度滑冰项目在北京收官，内蒙古参加“十四冬”的运动员韩梅
以 4 分 15 秒 93 获得 3000 米冠军，并获得世界杯席位。韩梅认为，比赛过程让选手们收获经验，
而积累经验正是备战“十四冬”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场馆建设：“翻滚”吧，“十四冬”！

领略“十四冬”的美从哪里开始？当然，要从场馆开始了。据介绍，“十四冬”已确定在我区
设定的比赛场馆有 7 个。

只要去看看这些漂亮的场馆，去建好的场馆里感受一下激烈的测试赛，包你马上就可以“翻
滚”起来。

位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十四冬”主场馆散发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卷云”和“哈达”为
外形的主场馆建设大受好评。“执教 31 年，去过很多地方参加比赛，呼伦贝尔的场馆建设在全国
来说都很棒，训练设施一应俱全，为运动员们训练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赵淑琦教练边说边竖起大
拇指。

牙克石凤凰山滑雪场为了提升办赛能力进行了升级改造，聘请专家设计了国际流行的“蝴蝶
型”赛道，建设了 7500 米长、8 米宽的越野滑雪赛道，3200 米长、6 米宽的沥青路面夏季轮滑场地，
已达到举办国际、国内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滑轮比赛的标准。

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连接昂勒小镇至主路附属道路、原进入滑雪场高压电线路改造、绿化和
景观工程、停车场排水沟护坡、安全网杆和室内大屏幕安装、饮用水净水和锅炉除尘工程、15 条雪
道山顶 2、3 号平台岩石平整和 2 号索道钢结构均已完成。

位于凉城县的岱海国际滑雪场的“十四冬”分赛场，走进客服中心大楼服务大厅，只见业务窗
口上已贴好相关标注，滑雪所需的用具、衣物、鞋、帽等用品整齐摆放。停车场、路标等基础设施
已基本建好，滑雪场滑道基本成型⋯⋯

后勤保障：吹响保驾护航集结号

办好“十四冬”——这是内蒙古的坚实承诺，更是 2500 万草原儿女的不懈追求。
卫生、公安、交通、供电等部门已吹响了“十四冬”的集结号。各个部门围绕各自分工，从组织

接待、场地安排、后勤保障等方面制订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每一位工作人员也绷紧了神经，不敢有
丝毫懈怠，为赛事的成功举办保驾护航。

在呼伦贝尔分赛区的“十四冬”医疗卫生保障专题部署会上，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人民医
院、120 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等机构对保障筹备进行了工作汇报，并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指
导意见。

针对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海拉尔区市场监管局评估“十四冬”接待酒店 4 家；联合工信局专项
检查“十四冬”供货商企业；开展“十四冬”兴奋剂类药品专项检查，共排查 27 户。

在“十四冬”赤峰分赛区筹备工作中，赤峰市公安局与铁塔公司完成了对接工作；执委会进一
步细化了“十四冬”卫生应急保障工作进度表，开展了“十四冬”赛区水源地水质监测，制定了救护
车及配套设备方案。

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公安厅就开展“十四冬”安保工作进行实地调研督导。调研组一行实
地踏查赛场、驻地及沿线安保情况，并现场召开座谈会，就全面做好“十四冬”安保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

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细致的安保措施，为“十四冬”顺利举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志愿者：微笑、站姿、手势，一个都不能少！

在呼伦贝尔学院，一场针对“十四冬”志愿者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开始了。
志愿者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专心听着红十字会老师们的耐心讲解，认真地做着笔记，按照老

师的讲解进行现场演练。
“这次的医疗培训，我的收获特别大。”培训过后，今年大三的马艳婷发出了感叹，“过去，对很

多急救知识都不是特别了解。现在，我可成了半个专家，心肺复苏、AED 的使用程序、止血包扎
方法以及骨折处理措施等内容我都掌握了。”

谈起来当“十四冬”的志愿者的初衷，马艳婷显得很激动：“大学期间，能参与这么高规格的活
动，感觉特别有意义，有自豪感。所以，今年 2 月听说要招募志愿者，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
过线上测试及线下面试等环节，得知被确定为志愿者的那一刻，我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着！”

除了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志愿者们还按照每天练习、每周考核、每月测评的训练考评机制，进
行微笑、站姿、走姿、蹲姿、引导手势等各项练习。

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志愿者们却感觉很充实，很有成就感。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会持之以恒
地努力练习，钻研服务知识，苦练服务技能，提升服务本领，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服务水平，展
示出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好客。”

我们满怀信心地发出宣言——我们，准备好了！
2500 万草原儿女众志成城，向全国人民发出热情邀请：内蒙古欢迎您！

超燃超爆
“十四冬”主题宣传片来了！

今天，安达和赛努带着大家先赏为快！
看完宣传片，

你是不是和安达、赛努一样，
感觉热血沸腾，超级震撼！

扫码即可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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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十四冬”，我们在冲刺！

（资料来源于第十四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筹备委
员会办公室）

【小百科】

北欧两项起源于北欧，由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组成，故又称北欧全
能。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地区冬季雪多，适于开展滑雪运动，但因缺乏
阿尔卑斯山脉那样的高山，高山滑雪不够普及和发达，而越野滑雪和跳台
滑雪却得到较好的开展。于是出现了既要求越野滑得快，又要求跳雪跳得
远的北欧两项比赛项目。

北欧两项 1883 年被列入霍尔门科伦滑雪大奖赛，20 世纪初开始向世
界推广。1924 年被列为首届冬季奥运会比赛项目，1984 年以前只设个人
赛，1988 年起增设团体赛，仅有男子项目。比赛按跳台滑雪、越野滑雪的
顺序进行。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开始又增设了大台男子短距离项目。目
前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共有 3 个小项，分别为男子个人标准台+10 公里越
野滑雪、个人大跳台+10 公里越野滑雪、团体大跳台+4X5 公里接力越野滑
雪。

冰球起源于加拿大，又称冰上曲棍球。19 世纪中叶加拿
大安大略省的金斯顿地区流行脚穿冰鞋，手持曲棍，在冰面
上追、运、击打圆球的游戏。

1912 年加拿大国家冰球协会首创的六人制打法，国际冰
联通过并将其沿用至今。冰球比赛时每队上场 6 人，3 名前
锋、2 名后卫、1 名守门员。运动员在冰球场内按规则运用滑
行、运球、传球、射球、身体阻截等技术相互攻守，力争用冰球
棍将球射入对方球门。比赛过程中可随时换人，依据运动员
犯规程度的不同给予不同时间的离场处罚，2 分钟、5 分钟、10
分钟或更长时间，受罚者必须进入受罚席。全场比赛分为 3
局，每局 20 分钟，中场休息 15 分钟。以进球数多者为胜。

冰球北欧两项——
越野滑雪

和跳台滑雪

［冬运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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