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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怡 本报记者 谭湘竹

随着冰城越来越多室内冰场的
出现，“玩冰乐雪”已不仅是冬天的专
利。初春，记者对哈尔滨几家冰上俱
乐部踏访发现，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

“童子军”加入冰上运动。这些变化
折射出家长意识的改变和冰上群众
体育运动的参与度在逐渐提高。

冰上运动 参与者渐增
旋转、滑行，穿着美丽的衣裙在

冰场上翩翩起舞。这样的场景，不是
在花样滑冰的比赛现场，而是哈尔滨
某冰上俱乐部的一隅。利用周末两
天时间，记者走访冰城几大冰上俱乐
部，每个俱乐部的室内冰场都有在冰
面上滑翔的孩子。花样滑冰、冰壶、
冰球甚至短道速滑，每个项目都有众
多的孩子参与。

“东北孩子不会滑冰那就太遗憾
了，”悠悠的爸爸对记者说，“哈尔滨
市新秀滑冰俱乐部和孩子的幼儿园
合作，孩子接触花样滑冰就喜欢上
了，现在每周都滑，孩子喜欢，家长就
支持。”悠悠爸爸和记者聊着天，眼睛
却“绑定”在正跟着教练练习旋转的
悠悠身上。飞扬冰上中心总经理姚
楠透露，从 2015 年俱乐部成立到现
在，俱乐部学员从 40 多人已经发展
到常态化的 300 余人。“学习冰壶的
孩子每年都在增多，每年坚持练习冰
壶的孩子都能在 30人左右。”顺时针
冰壶俱乐部教练王海成也深有同感。

“从 2015年底进入 2016年，很多
中小学生包括成年人都来滑冰。这
与成功申办 2022年冬奥会有一定关

系。今年成年人参加滑冰的上升趋
势特别快，儿童今年的生源也特别
好。”哈尔滨新秀滑冰俱乐部总经理
杨志刚介绍，“各个俱乐部，花样滑冰
是参加人数最多的培训项目。”虽然
花样滑冰更受欢迎，但短道速滑、冰
球等身体对抗性强的运动对孩子来
说也深具魅力，“我超喜欢短道速
滑！滑起来很快很帅气。”谈到短道
速滑，10 岁的男孩瑞麟毫不掩饰自
己的挚爱。“练习花样滑冰的孩子中，
女孩占大多数，而短道速滑的男女比
例较为均衡。”随着参与者的增加，种
类丰富的项目也为孩子和家长提供
了更多选择。

运动学业 鱼与熊掌兼得
来自哈尔滨的小学生刘颢苏与

冰球已有两年的“情谊”。这个 11岁
的男孩子，从接触冰球后就深深地迷
恋上了它。“当时送他学冰球觉得这
项运动适合男孩子，能增强体质意
志，又能锻炼临场应变的能力。孩子
原来做事没有那么积极，练上冰球后
性格变得更积极了，敢打敢拼。现在
打冰球对他来说是生活必需品，连感
冒了都要坚持上场。”提起这项冰上
运动，刘颢苏的妈妈苏女士觉得好处
多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
的家长认识到爱好一项运动对孩子
的重要性。“一天滑两个小时，锻炼锻
炼身体还是挺好的，他在冰场上还能
有一个小团体，接触接触小朋友也挺
好的。”一位家长对记者说，“现在孩
子小，学业不紧张，上初中后学业重
了，如果孩子还喜欢我们也会让他坚

持，每周运动一段时间不会对学习有
什么影响，反而更能促进学业。”坚持
一项运动的意义已不仅是运动本身，
而是更能体会坚持的力量、协作的精
神和持之以恒为生活带来的点滴改
变。

观念转变 四季可滑冰
姚楠认为，我省滑冰运动群众基

础好，很多家长想让孩子滑冰，就是
找不到合适场地。“现在大家普遍认
为滑冰是局限在冬季进行的运动，其
实随着室内冰场的兴建，滑冰是四季
皆可进行的。室外冰场适合玩冰戏
雪，若进行系统训练和学习，室内冰
场是更合适的选择，因为冰面的平整
性要好过室外冰场。”如今，省体育局
群体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

每周末中午 11时 30分到 13时 30分
在飞扬冰上俱乐部免费开放室内场
地，并定期开展公益性滑冰活动。这
些大型公益活动，在普及冰雪人口方
面初见成效，“通过 2015年 10月到 12
月期间举行的公益滑冰训练营活动，
已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滑冰。”姚
楠说。

滑冰人口不断增加也从另一方
面折射哈尔滨室内冰场的捉襟见
肘。多位家长表示，哈尔滨室内冰场
之类的设施比较少，还是需要更多设
施完备的室内场。“虽然冬天哈尔滨
有室外冰场，但实际上又能有多少室
外冰场供孩子锻炼呢？哈尔滨冬天
温度太低，孩子在外面玩不了多一会
儿，希望哈尔滨的室内滑冰场地更多
些。”这是家长的共同心愿。对此，姚
楠感同身受，“哈尔滨八区体育场、冰
上基地速滑馆对外开放时间少，开放
的室内冰上场地也较少，和市场需求
不成比例。北京、上海的冰上群众运
动能快速发展，除经济原因外，那里
的很多商场都有冰场，让喜欢冰雪运
动的人有地可去。”

除了室内冰场的硬件条件外，杨
志刚认为，要更好推动群众冰上运
动，希望政府能在购买冰场方面再给
俱乐部一些支持，在中小学多推广冬
季项目。“目前，我们也在跟中小学沟
通，但有些人认为冬季项目有风险、
有费用。如果政府能给予相关支持，
我们可以进学校免费培养专业运动
员，在冬季项目推广的群众基础拓宽
方面再尽一份力量。”

图为家长和孩子共同的冰上课。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今年哈尔滨出现越来越多的室内冰场

玩冰乐雪 不仅在冬季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董盈）3月 31日，记者从第三届
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总结大会上获悉，经过专
家评审、媒体公示，马华、马国庆、马文侠、王家峰等 55人被
授予第三届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省轻工业联合会会同省工信委、省人社厅、省文化厅等
有关部门从 2015年 8月起组织开展第三届黑龙江省工艺美
术大师评选工作。评选申报品类为工艺雕刻、工艺陶瓷、工
艺印染、工艺织绣、工艺编织、工艺织毯、漆器工艺、工艺家
具、金属工艺、首饰工艺及其他工艺十一大类。据悉，全省
近 400人申报本届省工艺美术大师评选。

据介绍，在省轻工业联合会指导下，省工艺美术发展中
心利用“黑龙江省工艺美术网站”，建立“黑龙江省工艺美术
行业专家库”。入库专家均为我省工美行业相关领域贡献
突出、业绩显著的专业人才。此次评选工作总结大会上，首
批入选专家库的专家名单揭晓。由省工艺美术发展中心提
请省轻工业联合会审定，傅作仁、刘斌、杨宝源、田卫平、王
同兴等 26位专家首批入选。

第三届省工艺美术大师
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董云平）3月 31日，“肇源书法
作品展”开幕式在省博物馆举行。

肇源书法艺术传统深厚，书法创作成绩斐然，先后涌现
出安宅仁、王明远、张戈、钱松君、鞠闻天、史中君、何利民等
一批名家。目前，肇源研习书法者众多，群众基础广泛，县内
多家书法学校向高校输送书法专业人才逐年增加。此次展
览，主要选取国内知名肇源籍书法家、部分书法爱好者和高
校书法专业学生的书法作品。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55件。

当天，“寒食春雨思故人 绿野晴天万木春——清明节
特展”在省博物馆举行。展览共展出文物 42件（套）。

图为书法展现场。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肇源书法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董云平）黑龙江省图书馆联合哈尔滨博约学堂将共
同开办“龙图公开课——国学诵读班”之成人读《论语》讲堂，以推动
哈尔滨市的经典诵读教育。

据悉，“龙图公开课——国学诵读班”将于 4月 16日开课，授课地
点在黑龙江省图书馆。所有课程全部免费，并为参加诵读班的学员
备有 50本《论语》读本。

省图开设“国学诵读班”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董云平）3 月 31 日，省博物馆
“每月一星”系列展览推出“桂叶形石器特展”。展出的桂叶
形石器即桂叶形石矛，是 1965年饶河县中学学生在小南山
遗址发现的，属国家一级文物。

在饶河县小南山出土的部分玉器和采集的桂叶形石器
均属新石器时代礼器。此次展出的桂叶形石器，制作精美，
形制独特，在当时作为礼器使用。这件桂叶形石器为我省
发现的细石器中个体最大的一件。其形制如一片两头尖的
桂叶，因此取名桂叶形石器。该石器为周身琢，中间厚，两
侧薄，形制对称，薄厚均匀，边刃加工制作锋利，是镶嵌在骨
刀梗上的石片石器，属刮削器一类。从对饶河小南山遗址
的研究以及石器本身的完整无缺来推断，这件石器是当时
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首领人物墓葬中的随葬品，属黑龙江
省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

“桂叶形石器”精美亮相

日前，大庆原创民族舞剧《永远的秧歌》成功首演。该剧由大庆
文体旅集团出品，是我省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舞剧、省重点文
化产业项目。 崔红燕 本报记者 李飞摄

□新华社记者 郑昕
张晨俊 公兵

展望 9月开启的 12强赛征程，国
足强敌环伺，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是软
柿子。若想再次等待“奇迹”的降临，
国足从备战、选帅到分析对手上，不
可放松每一个细节。

中国队已经有 15年没有参与过
世预赛亚洲区最后一阶段的竞逐
了。这 15年间，中国队有功败垂成，
也有早早出局，但不能否认的是，亚
洲足球整体的进步快于中国队。不
少球队借国际化的浪潮通过不断聘
请洋帅实现突破，也有球队注重本土
主教练的作用，遗憾的是，中国却在

“土”和“洋”的选择之间患得患失，失
败的例子不胜枚举。

惨痛的经历还在眼前，接下来国
足是继续由高洪波带队征战，还是尽
快启动聘请洋帅的程序，成为摆在国

足面前的一大要务。在与卡塔尔队
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高洪波并没有
完全把话说死。“进入 12 强赛，教练
团队会是一个‘中外结合’，到底谁带
队，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

高洪波目前仍担任中国足协的
执委，因此他的这一番表述，也可以
理解为足协的意见。

12强赛分组抽签将于 4月进行，
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卡塔尔、伊
朗、日本、泰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
伊拉克、叙利亚、阿联酋、中国这 12
强争取 4.5张俄罗斯世界杯门票。放
眼望去，连看上去最弱的泰国队也有
5比 1战胜中国队的时候。因此，国
足与其寄希望于“上帝之手”再次抽
出上上签，不如立足于挖掘自身潜
力，对每个可能的对手进行充分的分
析与研判。

虽然强手林立，但亚洲足球格局
正在发生变化。上届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 10 强赛上，约旦在主场连克
日本、澳大利亚，黎巴嫩则先胜伊朗、
再平韩国，去年亚洲杯上，阿联酋队
淘汰日本队也爆出了冷门。可以说，
亚洲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之间的水
平在逐渐接近。

因此，抛开日韩澳伊等劲旅，无
论中国是与叙利亚队、沙特阿拉伯队
一组，还是同泰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
等竞争，差别其实不大，更重要的是自
身对比赛的信心和投入。

12 强赛的赛制为每组 6 队进行
主客场双循环赛，这就意味着国足拥
有 5个主场机会。若还像 40强赛阶
段一样各地奔波，既不利于球队备战
训练，也不利于球市的开发。

接下来的 12 强赛中，只要国足
能够打出精气神和血性，相信无论把
哪里设为主场，都会迎来球迷们的

“点赞”。
据新华社西安3月31日电

12强赛猜想“奇迹”能否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