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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甲子的漫长等待，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迎来了首个全国综合
性体育赛事——第十三届全国冬运
会。

雄伟而优雅的新疆冰上运动中
心宛如绽放的雪莲，笑迎八方来客；
天山天池和南山丝绸之路两座滑雪
场，也用多彩的“舞姿”迎接着五湖四
海的来宾。

一场恢弘、精彩的开幕式，为这场
中国冰雪运动历史的里程碑式盛筵奏
响了时代强音。2016年1月20日，这
是一个值得新疆以及全国体育人铭记
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冰雪运动的历
史，书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在全国民众昂扬期盼2022年冬
奥会的热情中，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
积六分之一的沃土，第一次烙下了

“冬运”的印记。从1959年开始举办
的全国冬运会，也终于迈开脚步走出
东北，首度拥抱广袤的西北雪原。

位于亚欧大陆中心、丝绸之路枢
纽的新疆，是一片冬季体育的热土。
绵延千里的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
蕴藏了冰雪运动无尽的宝藏，冰雪运
动也早已融入了新疆各族儿女的血

液中，流淌、传承、生生不息。
早在一万年前，古阿勒泰人就开

始了滑雪活动，在那里诞生了人类历
史上最古老的滑雪板。随着经济、文
化的迅速发展，拥有得天独厚雪情条
件和地理位置的新疆，逐渐成为各地
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热门选择。

2011年年末，国务院正式批复同
意新疆承办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
由此开始，新疆各界在比赛场馆建
设、安保、志愿者、医疗服务、气象服
务、交通等方面，为冬运会的筹备做
出了卓越贡献。本届冬运会共设 5
个大项、11 个分项、97 个小项，有 52
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各代表团、嘉宾、
媒体、志愿者、安保和工作人员等超
过1万人，是全国冬运会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一届。

冰雪天山，阳光丝路。在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的历史维度中，新疆既是桥头堡，
又是核心地带。这次冬运盛会，不仅
是中国冬季运动最高水平的竞技舞
台，更是新疆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现
自己迷人风貌的绝佳机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五

年，由筹办冬运催生的新疆冰雪运动
热潮和产业热点，或将催生新的业
态，驱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造一
个更加开放自信的丝路枢纽，让普通
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
奥会成功，为中国以及世界描绘出一
幅“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
好图景。冬奥会的筹备和举办，有利
于逐步解决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地
域不平衡性，并让冰雪运动成为更多
中国人的健身载体和生活方式。这
将是冬奥会留给中国的一笔丰厚遗
产，也将是中国对世界冰雪运动的重
要贡献。而作为中国冰雪运动版图
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也迎来了发展
冰雪运动的难得良机。

从老一辈体育人关于中国冰雪
运动东北、西北“两翼齐飞”的构想，
到“北冰南展西扩”的战略布局，新疆
冰雪始终承载着厚重的期待。

回顾过去，历经60载终于圆梦的
新疆体育，正站在历史的高点；展望
未来，以冬运会为契机和起点，新疆
冰雪运动，以及中国的冰雪运动，也
必将迸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悠悠60载 终圆冬运梦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何军

雪涌边关，夜色渐浓，远山朦胧，唯
有华灯相伴的雪白赛道，如丝带般自山
尖而下，穿行在松杉林间。山脚下，欢笑
的人群从四面涌向绽放的“雪莲花”，共
赴冰雪运动与大美新疆的盛情邀约。

20日18时，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开幕式在外形酷似“雪莲花”的新疆冰
上运动中心拉开帷幕。

全国冬运会首次移师西北，在冰雪皑皑的天山
脚下举办，热情的新疆各族儿女也终于实现承办全
国综合性运动会的梦想。

速度滑冰馆内，依天山轮廓而制的背景板竖立
在洁白冰面的中央，在灯光照出的艾德莱斯花纹
中，变幻着不同场景，令座无虚席的观众看台不时
发出惊叹。

国歌响起，场内运动员或观众，肃穆而立，齐声
同唱，注视着五星红旗徐徐上升，飘扬在赛场上空。

“穿越穿越冰雪，那团精神的火焰，化作澎湃的
热血，从来就没有熄灭……”歌手刘媛媛、阿布都拉
和首位获得冬奥会奖牌的著名运动员叶乔波、冬奥
冠军韩晓鹏联袂演唱的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会歌
《穿越冰雪》气势磅礴、雄伟激昂，融入新疆地域风
情的旋律富有动感，极具感染力。

开幕式始于“穿越冰雪”，终于“阳光丝路”，分
为“冰雪缘”、“天山情”、“中国梦”三个篇章，体育和
艺术、历史和现代，多种元素融汇其中，带给观众多
元文化享受。

“冰雪缘”以阿勒泰原住民滑雪狩猎的岩画开
篇。来自阿勒泰的哈萨克族滑雪教练木合达尔·胡瓦尼西拜，身着传
统皮毛滑雪装备在舞台中央展示这一远古滑雪形态。“能在冬运会开
幕式上向全国、向世界展示新疆历史和传统民俗，我感到很自豪。”

耳熟能详的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响起，30名杂技演员头顶瓷
碗，脚踩冰刀，踏冰起舞，优美弧线和曼妙身姿使传统的维吾尔族歌舞
推陈出新。蹦床、高跷等高难度杂技项目在冰面轮番上演，现场高潮
迭起，喝彩连连。

除专业的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黑龙江省杂技团外，参加演出的
还有不少新疆当地学生业余团体。11岁的郭晓园从零基础到参演开
幕式花样滑冰，足足经过6个月苦练。“半年的训练使我喜欢上了花滑
项目，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专业的花滑运动员。”

与郭晓园一样，入选表演团队前，乌鲁木齐水西沟的中小学生大
部分也未接触过冰雪运动。牺牲节假日勤加练习的他们，在家门口出
色地完成了演出，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献上了东道主的真诚心意。

飞雪不止，欢歌不歇。在全场瞩目下，本届冬运会火炬经王洁、阿不
都西库尔·米吉提、燕子等7位运动健儿传递后，由民族传统体育“达瓦
孜”传人阿迪力·吾休尔沿钢丝带到会场上空，点燃会徽，“雪莲花”花蕊
处40米火炬塔随之亮起，正式拉开了本届冰雪盛会的大幕。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沈楠 周凯）第十三届全国冬
运会赛事正式揭幕第一天，就
将云集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
级名将。在短道速滑和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赛场，周洋等
多位冬奥会冠军和奖牌选手
将在全运赛场争取突破自我、
捍卫荣耀。

短道速滑是中国冰雪运
动的招牌，中国在冬奥会上获
得的大部分金牌和半数奖牌
都来自这个项目。因此，短道
也是全冬会上整体水平最高、
明星最多的项目，将产生男、
女1500米和500米的金牌，争
冠明星包括索契冬奥会女子
1500米冠军周洋和1000米亚
军范可新，男子500米亚军武
大靖和1500米亚军韩天宇。

本届赛会在速度滑冰、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和冰壶项目
中增设了青年组比赛，是全冬

会赛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旨在
为未来的冬奥会储备人才。

在天山天池滑雪场将进
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女
个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在
冬奥会上获得过奖牌的唯一
一个雪上项目。索契冬奥会
亚军、全运会卫冕冠军徐梦桃
在此前的训练中时隔一年完
成了三周跳动作，她的表现值
得期待。男子比赛，齐广璞和
刘忠庆的对决从上届赛事延
续到这届。31岁的温哥华冬
奥会季军刘忠庆作为卫冕冠
军出赛，但近年来在国际赛场
上齐广璞表现更加突出，曾在
2013年和2015年蝉联世锦赛
冠军，年轻和难度是他的优
势。

有5支队伍参加的女子冰
球将进行最后一轮单循环赛，
此前保持全胜的哈尔滨队和
乌鲁木齐队的对抗将决定冠

军归属。值得一提的是，乌鲁
木齐队由哈尔滨二队组成，这
支更年轻的队伍能否挑落她
们的“大姐姐”，是比赛的看
点。已经结束4战的齐齐哈尔
队提前锁定了铜牌。上海队
与香港队的“南方德比”虽无
关奖牌，但两队都将力拼全冬
会历史首胜。

另外，在高山滑雪和越野
滑雪项目上还将进行两项决
赛，其中高山滑雪大回转具有
相当高的观赏性。在国际赛
场上，中国选手整体水平不
高，但这两个项目是世界冰雪
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传统项
目，在欧美有雄厚的群众基
础，

此外，冰壶比赛将继续进
行男、女青年组和混合双人组
的循环赛，哈尔滨队能否继续
在这三个小项上高奏凯歌值
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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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雪上世界级名将齐登场

今日关注
冬季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