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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雪玉

这几天，“十四冬”扎兰屯赛区激战
正酣，赛场里运动员争创佳绩，赛场外
各式文创商品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目光。

在金龙山滑雪场非遗文创展示厅
里，剪纸、太阳花、树皮画、麦秆画、炭
盘画、工笔画、钢笔画、根艺、泥塑等22
种非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
目传承人都叶梅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向游客介绍扎兰屯的非遗项目，并手
把手教他们剪纸。

“我为‘十四冬’创作了2000多件
作品。”都叶梅说。这些作品有滑冰、
滑雪等比赛项目的剪纸，也有打卡章、
明信片、书签、钥匙链、冰箱贴等富含
剪纸元素的文创商品，作品生动讲述
着非遗和体育的故事。

小城不大，风景如火。扎兰屯人
杰地灵，非遗项目众多，目前拥有 2项
自治区级非遗、4项呼伦贝尔市级非

遗、5项扎兰屯本级非遗项目。
“十四冬”是扎兰屯的大事、喜事，

冰雪与非遗相撞，激发了“屯”里能工
巧匠的创作灵感，“守艺人”们各展其
才，创作了大批富有“十四冬”元素的
作品，一件件精美作品由心底迸发，从
指尖诞生，表达着喜迎盛会的心情。

扎兰屯市级非遗项目麦秆画传承
人李玲，在“十四冬”开幕前，带领学员
制作了 30多幅“十四冬”主题的麦秆
画，既有会徽，也有摆着各种姿势滑雪
的吉祥物。李玲把这些麦秆画作品送
给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只为更好地宣
传家乡，助力“十四冬”。

借助“冬”风，扎兰屯的文创产业
蓬勃发展，文化事业蒸蒸日上。扎兰
屯市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艾书才说：

“‘十四冬’开幕后，每天都有几千人来
到文创展厅，各种文创产品卖得非常
好，每天营业额近2万元。非遗与赛事
碰撞，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非遗只有
走向大众、融入时代，才能焕发无限生
机，不断彰显‘中国魅力’。”

这个“屯”里非遗故事多

本报呼伦贝尔 2月 21日电 （记
者 柴思源）2月 21日下午，“十四冬”
花样滑冰公开组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
冰上运动训练中心短道速滑馆开赛。

当天进行了团体赛冰上舞蹈韵律
舞、男子和女子单人滑短节目以及双
人滑短节目四项比赛，北京队、四川
队、吉林队、黑龙江队、广东队等 8支
队伍参与角逐。最终，北京队、广东
队、四川队、黑龙江队、吉林队积分排

名位列前五，进入 2月 22日的团体比
赛，并将角逐团体项目的金、银、铜
牌。团体赛中，世界冠军金博洋、中国
第一冰舞组合王诗玥/柳鑫宇代表北
京队出战，冬奥会选手朱易代表黑龙
江队参赛。

本次“十四冬”花样滑冰公开组比
赛，花滑劲旅北京队以国家队主将和3
名冬运会卫冕冠军的豪华阵容出战，
有望夺得花滑5个项目中的四顶桂冠，

唯女子单人滑的头把交椅可能让位于
黑龙江队。四川、广东和香港3支南方
队伍有实力向男单、冰舞和团体赛的
奖牌发起冲击。谈到北京队冲金的项
目时，领队陈旭说：“男单方面金博洋
水平比较稳定，冰上舞蹈方面，王诗玥/
柳鑫宇是比较稳定的选手，大赛经验
丰富的彭程/王磊在双人滑项目上也没
有问题。”

内蒙古派出陈虹伊参与女单争

夺。2002 年出生的陈虹伊是中国花
滑女单领军人物。2018 年全国花样
滑冰冠军赛，陈虹伊勇夺女子单人滑
冠军，并成功入选国家队。2020 赛
季，她在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站
女单项目一举夺冠，拿到个人职业生
涯首个大奖赛分站赛冠军。2022 年
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选拔赛，陈虹伊
在最后阶段无缘北京冬奥会，由朱易
代替参赛。

“十四冬”花样滑冰公开组比赛开赛
世界冠军冬奥会选手齐聚赛场

本 报 呼 伦 贝 尔 2 月 21 日 电
（记者 李超然）2 月 21 日上午，在
“十四冬”青年组女子冰球小组循环
赛B组第三场中，内蒙古队 4比 5惜
败广东队。

挥杆开赛，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开局第二分钟广东队16号王芊予便
攻入一球。内蒙古队员加快节奏反
攻，连进三球将比分打成 3比 1。随

后比赛陷入胶着，两队互有进球。第
55分钟，内蒙古队 1名球员被判罚，
广东队抓住人数优势取得进球，将比
分打至4比 4。第58分钟，广东队再
进一球，将比赛结果定格在5比4。

在随后进行的青年组女子冰球
小组循环赛A组第五场和第六场比
赛中，河北队4比1击败黑龙江队，四
川队3比0赢得北京队。

冰球青年组比赛精彩继续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朱明红

正月里的阿尔山，赏冰戏雪嗨翻天！
眼下，随着“十四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燃情开幕，冰雪童话小城兴安盟阿尔山市
也迎来了“全民上冰雪”的热潮。美轮美
奂的银色大地上，浓浓的年味、个性化的
旅行、群众性冰雪运动精彩纷呈，冰雪激
情飞扬在大兴安岭林海雪原中。

“从年三十到现在，我们滑雪场已经
接待了 1804名滑雪爱好者，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 216%，而且今年接待的以游客居
多，本地滑雪办卡的人也比去年多了很
多。”阿尔山太伟滑雪场经理马玉石说。

在阿尔山太伟滑雪场里，大大小小五
彩缤纷的身影穿梭而行，时而急驰、时而
摔倒，欢快的笑声在蓝天里回荡……

“美团上下订单滑雪才60元，本来还
不太相信这里的品质和质量，但一来了才
知道太划算了，这里的雪质又白又软，雪
道也没那样陡，太适合我们初学滑雪的南
方小土豆了！”来自广东的游客张佳莹开
心地说。

冰雪新春，热辣滚烫。阿尔山市丰富
文旅产品供给，滑雪、溜冰、赛龙舟，逛雪

村、看雪雕、赏雾凇……冰雪的花样玩法，
吸引了众多人来阿尔山过有雪的大年，持
续推动冰雪运动热起来、冰雪产业活起
来、冰雪旅游火起来，持续激活文旅市场
消费活力。

“冰雪童话世界就在这里。”一进入阿
尔山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初次来阿尔山
旅游的福建游客倪月惊讶地发现，和印象
中偏远山区里的景观环境、接待服务太不
一样了，纯白的冰雪，时尚的建筑，新潮的
游线，品质的服务让他十分惊喜。

丰富多彩的冰雪娱乐项目让游客过
足了冰雪瘾，更让倪月的期待值拉满：“上
午骑摩托穿越林海雪原，下午围炉煮茶，
晚上沐浴温泉，夜深仰望星空……这个冰
雪大年，如童话里般美好。

据统计，春节假期，阿尔山市接待游
客6.8万人次，同比增长198.25%；实现旅
游收入0.78亿元，同比增长136.36%。

落雪早、雪期长、雪质好，是阿尔山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童话小城阿尔
山，厚植资源优势，丰富文旅业态，打响冰
雪品牌，端稳“冰雪饭碗”，全力推动冰雪
运动和冰雪产业快速发展，“冷”冰雪持续
释放“热”活力，“冰天雪地”正在加速变成

“金山银山”。

阿尔山：“冷”冰雪持续释放“热”活力
□本报记者 白雪 庄圆

“十四冬”开幕以来，“十四冬”的
各类文创产品人气高涨，圈粉无数。

在呼伦贝尔东山国际机场航
站楼、呼伦贝尔古城、呼伦贝尔伊
仕丹购物广场、内蒙古自治区冰上
训练运动中心等地的“十四冬”官
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里，都挤满了挑
选文创产品的人群。货架上陈列
着安达赛努吉祥物公仔儿、“十四
冬”纪念徽章、“十四冬”太阳花挂
饰、盲盒等各式文创产品，让人应
接不暇，产品销售火爆。

“我很喜欢吉祥物安达和赛努，
非常可爱，准备挑选一些带有它们
元素的钥匙扣和徽章，回去送给朋
友。”来自福建的游客王女士在呼伦
贝尔古城的“十四冬”官方特许商品
零售店里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在内蒙古自治区冰上运动训
练中心内的一家“十四冬”官方特
许商品零售店，“藏有”内蒙古文物
的笔记本很受欢迎。“这个笔记本
非常有特点，你看笔记本的上半部

分做了镂空处理，打开笔记本，右
侧一角是一件文物的图案，左侧是
该文物对应的二维码，扫描二维
码，就能在手机上看到这件文物的
立体动态图和详细介绍，整本笔记
本共收集了 56件来自内蒙古的文
物，我对内蒙古的历史、文化很感
兴趣，所以买了这个笔记本作纪
念，我觉得我买的不仅是一件精美
的文创产品，更是蕴含历史和文化
底蕴的藏品，是一份能带回家，永
久收藏的纪念。”来自广东的游客
黄女士对手中的笔记本爱不释手。

每一件“十四冬”文创产品都
倾注了设计者的精心构思，生产者
的匠心打磨，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场
景的各种需求。

据呼伦贝尔市蒙兀文化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徐伟晶介绍，
该公司设计制作了百余款“十四
冬”文创产品，其中许多都体现着
民族团结和北疆文化特色。徐伟
晶说：“希望通过‘十四冬’传播内
蒙古的新时代形象，传播北疆文
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爱上
内蒙古。”

把“十四冬”记忆带回家

本报呼伦贝尔 2月 21日电 （见
习记者 马嫣然）2月 21日晚，呼伦贝
尔市往日时光音乐厅内热闹非凡，在

“弘扬北疆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惠民文艺演出呼
伦贝尔五彩童声合唱团的专场演出
中，清脆童声宛如天籁，引得观众们阵
阵欢呼和掌声。

演出以一曲悠扬深情的《乌拉勒
吉》开场，这首赞美家乡的歌曲对于孩

子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几天前的“十四
冬”开幕式上，五彩童声合唱团的小朋
友们正是以这首《乌拉勒吉》惊艳亮
相，拉开了文艺展演的序幕。

参与“十四冬”开幕式演出的53个
孩子中，最大的 12 岁，最小的只有 5
岁。五彩童声合唱团的负责人佟智峰
说：“‘十四冬’在我们的家乡呼伦贝尔
举办，能够参加‘十四冬’开幕式，孩子
们都觉得很兴奋也很骄傲，在排练期

间孩子们常常一练就是十几个小时，
但为了能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他们
都非常认真刻苦。”

这样努力没有白费，开幕式过后，
这个节目给许多观众和网友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在专场演出中，五彩童
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了《甘迪树》
《故乡》等歌曲，悠扬的曲调和清朗的
童声唱出草原的辽阔、山峦的巍峨和
对故乡的眷恋，观众们随着旋律摆动

身体、挥舞荧光棒，沉浸在这美妙的音
乐之中。

现场观众高女士非常喜欢这次表
演：“孩子们的表演特别棒，现场不仅
能聆听到优美的歌声，还感受到了呼
伦贝尔丰富多元的民族特色。”

“因为‘十四冬’，有许多外地的朋
友来到呼伦贝尔，希望孩子们的歌声能
够传递出呼伦贝尔的文化和热情，让更
多人爱上我们的家乡！”佟智峰说。

五彩童声合唱团燃爆惠民演出现场五彩童声合唱团燃爆惠民演出现场

都叶梅和她的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马骏驰 摄

本 报 乌 兰 察 布 2 月 21 日 电
（记者 郭奇男 郭惠超）2月 21日，
“十四冬”乌兰察布凉城赛区激战正
酣，共产生3枚金牌。在越野滑雪公
开组女子 4×5公里、男子 4×10公
里接力（2传统技术+2自由技术）比
赛中，黑龙江队、辽宁队分获金牌。
在单板滑雪公开组障碍追逐混合团
体比赛中，吉林队的叶康佳、逄储源
斩获金牌。

越野滑雪接力比赛规则是前两
棒选手采用传统式滑法，后两棒选手
采用自由式滑法。运动员们同时出
发，先到达终点者获胜。在男子4×
10公里接力赛中，身背1号号码布的

辽宁队率先滑到了队伍最前面，之后
的几棒也一直遥遥领先。由于前三
棒的出色发挥，最后一棒的程方明滑
的也很轻松，10公里的赛程始终按
照自己的节奏滑，最终以 1 小时 50
分40秒2的成绩摘金。

雪后的凉城，气温较前几个比赛
日低了许多，但丝毫没有影响运动员
的状态，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是一项年
轻的运动，有着“雪上跑酷”之称，观赏
性很强。整场比赛中，运动员们充满
斗志，展开了一场激烈比拼。最终，
吉林队的叶康佳、逄储源斩获金牌。

“这场比赛特别刺激、惊险，我们算是
险胜对手。”赛后逄储源激动地说。

乌兰察布凉城赛区产生3枚金牌

本报呼伦贝尔 2 月 21 日 电
（记者 王丽红）2月21日，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公开组空中
技巧比赛在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举行。

公开组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黑
龙江队选手孔凡钰稳健一跳，以
94.82分获得金牌，内蒙古队选手邵
琪和陕西队选手刘宣赤分别获得银
牌和铜牌。辽宁队名将徐梦桃落地
时重心不稳出现失误，仅拿到 78.96
分，位列第五。

“很开心能取得第二名的成绩，
在这个大风天所有运动员都很不容
易。因为天气的影响我采用的动作

不是很难，今天也算把自己最好的水
平发挥出来了。”内蒙古队选手邵琪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公开组男子空中技巧决赛中，河
南队小将陈硕爆冷击败奥运选手，以
遥遥领先的 125.97分摘金。吉林队
李天马和黑龙江队方坤分别以99.96
分和 95.47分，分获银牌和铜牌。曾
获得过两届冬奥会银牌的贾宗洋代
表辽宁队参赛，最终以 76.92分排名
第五，无缘领奖台。

“很开心，也很意外，本来目标是
能进决赛，没想到拿了第一，也胜在
运气。”赛后陈硕对记者说。

自由式滑雪公开组空中
技巧比赛决出两枚金牌

本报呼伦贝尔 2 月 21 日 电
（记者 李超然）2月 21日，“十四冬”
冰壶公开组比赛迎来男子、女子循环
赛第一轮比拼。

在首先进行的男子循环赛中，
内蒙古队派出钱志鹏、李梦华、王金
波、杨洋对阵河北队。整场比赛场
面十分胶着，双方互有得分，在第八
局结束后战成 5比 5平。随后进入
附加局，两队在圆心区展开博弈。
河北队凭借后手优势，一记双飞锁
定胜局。

内蒙古队李梦华在赛后接受采
访时表示，最后附加局中出现了一点

失误导致输掉比赛，大家都觉得很可
惜。接下来会继续总结经验，争取在
下场比赛中拿到更好的成绩。

女子循环赛中，内蒙古队派出郭
亚楠、贺丹、田琳塬、叶晶晶、廖铎迎
战天津队。比赛开局，内蒙古队便拿
到两分奠定优势，并一路保持良好的
势头接连得分。凭借精准的投掷和
默契的配合，第六局过后内蒙古队以
11比1锁定胜局，提前结束比赛。

“十四冬”冰壶公开组比赛吸引
了来自四川、河北、云南、甘肃等地的
运动员参赛，将在 2 月 26 日和 2 月
27日决出男子组、女子组两枚金牌。

“十四冬”冰壶公开组比赛开赛

河南队选手陈硕在自由式滑雪公开组男子空中技巧比赛中夺得冠军。
本报记者 黄燕飞 摄

2 月 21 日，“十四冬”冰壶公开组比赛迎来女子循环赛第一轮比拼，内蒙古
队选手擦冰。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2月 21日晚，呼伦贝尔五彩童声合唱团在呼伦贝尔市往日时光音乐厅举行专场演出。 本报记者 程英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