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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艺

冬奥会的脚步近了，取自希腊的奥运
火种将再次在“鸟巢”点燃，冰雪运动的
热情早已在华夏迸发。备战冬奥会之始，
我国立下“全项目参赛”的目标。言出必
践，目前，中国队已拿到北京 2022 冬奥
会的近 100 个小项的参赛资格，基本实现
全项目参赛。

这是体育领域，尤其是冰雪运动领域
的巨大跨越，这一突破，得益于科学完善的
跨界跨项选材机制，不拘一格降人才，体育
强国的基本面貌由此展开。

跨界跨项选材是后来者的勇力破局，是
开启冰雪强国的鲜亮钥匙。2015 年冬奥会
申办成功时，约有1/3的项目从未在我国开
展过，我国冰雪项目底子薄、基础弱、人才储
备少，如何在短周期里实现大踏步跨越，考
验的是领导者的政治智慧和抉择魄力。

跨界跨项选材首先在空白领域“恶补”
短板，不问出身、不分地域，以身心素质、技
术水平、运动潜力为评判指标，解放思想、
选贤举能，呼应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国家
新型竞技体育人才观逐渐明晰。

另一方面，跨界跨项选材破除了固有的
单一项目制，重新诠释举国体制和制度优势内
涵，协调夏冬两季项目的运动员，跨越了体育
与非体育领域的行业限制，学习借鉴世界先进
的人才培养模式，放眼国内外，引进了一大批
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科学技术，大大充实并
提升了我国冰雪运动的人才队伍。

跨界跨项选材激发了运动员的潜力活
力，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为体育强
国铺垫厚重基石。在我国体育领域，如此大规
模、有组织的跨界跨项选材前所未有。

田径、赛艇等夏季项目运动员，武术、
杂技等体育爱好者，有了在冰雪运动中突
破自我的可能性。人生能有几回搏。

这一次，跨界跨项选材为体育人才创
造机遇，搭建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
年轻人在报效国家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这一次，冰雪运动走出山海关，跨过黄
河长江，“南展西扩东进”，选才的大文章写
在了广袤的华夏大地上。这一次，体育改革
走出体育圈子，走向社会，从过去体育部门
办体育，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办体育；破
除藩篱，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动力，把文体、
教育、海内外华人凝聚在一起。

这一次，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冬奥
会红利“跨”而惠及更广泛人群，越来越多
的人走上冰场雪场，让“冷冰雪”成为“热运
动”。第 10 届奥林匹克峰会公告曾指出，北
京冬奥会的举办将开启全球冬季运动的新
时代。

跨界跨项选材留下可持续遗产，推动
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跨界跨项选
材的背后，离不开冰雪项目基础设施、体育
制度和中国道路的坚实支撑。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30 天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二七厂国家冰雪项目训练基
地，为压线冲刺的运动员加油鼓劲。

这是我国自己的冰雪训练大本营。备
战期间，我国同步建设了国家跳台滑雪训
练基地等，告别了冰雪项目长期依赖国外
场地训练的局面，在这些智慧场馆中，风洞
测试、加压器等硬核科技助力运动员博得
佳绩。

回望实践历程，跨界跨项选材打通了
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赛的难点堵点，对我
国竞技体育选才方式进行改革和再发展，
带动国家队集训模式和管理机制优化，体
育事业体制机制改革得到深化，举国体制
在关键抉择面前再次发挥出独特价值，形
成了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之路。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
想。可以看到，体育强国的基本面貌已跃然
显现。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人们相信，五星
红旗将在这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赛
场上久久飘扬。

“跨”
向体育强国

洞察体育国情，科学
决策全项目参赛

“2022 年 冬 季 奥 运 会 举 办 城 市 ，北

京！”2015 年 7 月 31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

吉隆坡发出的一声宣告，标志着北京成

为 全 球 首 个 举 办 夏 、 冬 两 季 奥 运 会 的

“双奥之城”。

我 国 向 世 界 宣 示 ： 2022 年 冬 奥 会

在 中 国 举 办 ， 将 有 利 于 推 动 中 华 文 明

同 世 界 各 国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 带 动 中 国

13 多 亿 人 关 心 、 热 爱 、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 让 中 国 人 民 再 次 有 机 会 为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发 展 和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传 播 作 出

贡献。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

梦 想 。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曾 在 2018 年 承

诺：力争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实现

“全项目参赛”，为世界展示中国体育健

儿的风采。

当时的现实是，冬奥会的历史已近

百年，我国冰雪项目面临底子薄、基础

弱、人才储备少的国情。

自 1980 年 首 次 参 加 冬 奥 会 至 今 ，

我国获得金牌总数最多的是 2006 年都

灵冬奥会 （2 金 4 银 5 铜） 和 2010 年温

哥华冬奥会 （5 金 2 银 4 铜），分别位居

奖牌榜第十四名和第七名。

2018 年 平 昌 冬 奥 会 ， 中 国 代 表 团

派 出 82 名 运 动 员 参 加 5 大 项 、 12 分

项 、 55 小 项 的 比 赛 ， 参 赛 人 数 和 参

赛 项 目 为 历 届 最 多 ， 但 项 目 参 赛 率

仍 然 仅 为 54% ， 近 1/2 的 小 项 未 获 参

赛 资 格 。

我国实现全项目参赛还有一系列难

题：缺乏冰雪人才的积累、培养手段和

保障方法，训练设施建设不完备，科学

技术较国际领先水平差距较大⋯⋯

参与提出这一目标的专家回忆说，

尽管有诸多看得见的短板，但全项目参

赛并非天方夜谭，而是依据我国的体育

基础所作出的科学决策。

从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到 2018 年

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参赛的小项数

量 分 别 为 38、 48、 49、 49、 53， 呈 持

续上升趋势，雪车、钢架雪车、女子跳

台滑雪等项目，我国选手都在平昌第一

次打进冬奥会，发展劲头十足。

我 国 经 济 水 平 的 提 升 和 科 技 实 力

的 日 渐 增 强 也 为 冬 奥 会 全 项 目 参 赛 提

供了基础。

寻找世界经验和规律，
解放思想跨界跨项选材

面 对 只 有 短 短 几 年 的 东 京 奥 运 会

和 北 京 冬 奥 会 备 战 周 期 ， 体 育 人 必 须

在 巩 固 发 扬 优 良 体 育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推

陈 出 新 ， 尤 其 是 解 放 思 想 、 放 眼 世

界 ， 寻 找 选 才 、 用 才 、 留 才 的 备 战 奥

运新道路。

通过国内外顶级体育专家的多次研

究论证，以“跨”为特质的选才思路逐

渐清晰。

在国内外体育竞技发展中，跨界跨

项是一种科学的常态，成功的案例不胜

枚举。

加拿大运动员克拉拉·休斯在亚特

兰大奥运会拿下两枚自行车铜牌后，34
岁 又 在 都 灵 冬 奥 会 夺 得 速 度 滑 冰 5000
米冠军和团体追逐赛银牌；劳琳·威廉

姆斯本是一名战功彪炳的美国田径运动

员 ，2014 年 索 契 冬 奥 会 ， 她 摘 得 女 子

双人有舵雪橇项目的银牌⋯⋯

在 研 究 者 看 来 ， 有 的 冬 、 夏 季 项

目，是有共通之处的，掌握了其中的关

联，就能让运动员在不同项目转换中游

刃有余。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就可以从

一些成熟的夏季项目中为冬季项目选拔

人才。

著名 F1 车手、德国一级方程式赛

车 车 手 迈 克 尔 · 舒 马 赫 ， 是 多 项 运 动

的 爱 好 者 。 对 赛 车 以 外 的 项 目 ， 他 不

仅 热 爱 ， 更 是 一 种 多 维 度 的 训 练 。 他

通 过 极 限 滑 雪 和 足 球 锻 炼 反 应 能 力 ，

用 自 行 车 训 练 自 己 的 力 量 、 耐 力 和 协

调性。

还有，德国乒乓球名将蒂姆·波尔

青少年时期曾是足球运动员；NBA 洛

杉矶湖人队的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勒布

朗·詹姆斯曾有橄榄球的运动经历，大

大助益了他篮球生涯开启后的同场对抗

能力⋯⋯

这些研究表明，跨项的训练可以从

多维度给予运动员体能、技巧、专注力

等方面的支撑。

找到科学训练规律，全项目参赛的

信心由此而来——在发扬传统优势项目

积淀的同时，挖掘项目共性，把运动员

跨项之前养成的运动素质有选择性地迁

移到冬季项目。

此外，以夏奥会备战带动冬奥会备

战的火种，最大程度减少夏、冬奥运项

目备战之间的冲突，为备战冬夏双奥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真正大幅度缩短备战周

期奠定基础。

摸着石头过河，聚天下英才

在近年来的奥运会备战过程中，跨

界跨项人才储备和备战训练的创新思想

在体育领域逐步成型。

跨界跨项是个系统工程，一切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选才第一步该怎么走？

体育决策者首先着眼于我国自身的

“人才库”，在技巧性项目上，我国有充

分的人才储备，如果他们直接跨项到需

要空中技巧的冬季项目中来，将大大缩

短训练周期。

备战奥运会由此建立了一整套科学

完善的跨界跨项体制，打破了运动员、

教练员乃至管理人员一辈子只能干一个

项目的固化思想。

正 是 得 益 于 这 一 制 度 ， 原 本 “ 恐

高”的宋祺武，从田径跨项接触跳台滑

雪 ，20 岁 的 他 即 将 代 表 中 国 跳 台 滑 雪

队驰骋北京冬奥会赛场。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跨界跨项工作

面向全社会开放选才，跨出体育界，在

广 泛 的 人 民 群 众 中 开 展 ， 将 文 体 、 教

育、海内外华人凝聚在一起。

2018 年 春 天 ， 当 工 作 人 员 首 次 来

到河南武校选才时，孩子们的眼睛里充

满 期 待 。 这 是 一 条 此 前 难 以 通 达 的 出

路。来自武术、杂技学校的孩子，因跨

界跨项，获得了参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

体育盛会的可能。

在 此 之 前 ， 我 国 冬 季 奥 运 项 目 的

选 才 主 要 局 限 在北方省份，这种状况

被称为“冰雪运动不出山海关”。

如 果 能 在 更 广 泛 的 地 方 推 广 ， 将

能 带 动 起 两 三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 事

实 上 ，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就 是 要 推 动 群 众

性 体 育 运 动 。 我 国 也 期 待 通 过 举 办 一

届 冬 奥 会 ， 起 到 点 燃 冰 雪 运 动 火 炬 的

作用。

打通长江黄河的地理分界，体育系

统面向全国发出“招贤令”，各省（区、市）

积极响应，其中不乏常年与冰雪“无缘”

的南方省份，也有竞技体育欠发达的西

部地区。

在 2020-2021 赛季全国越野滑雪锦

标赛、冠军赛中，共有来自越野滑雪国家

集训队及相关省（区、市）的近 500 名运

动员、裁判员参加，在地域上形成覆盖全

国的态势，而过去这一项目的参赛人数

总共不到 23 人。

在这场比赛中夺得银牌的哈萨克族

小伙吐尔松江·布尔力克，曾是一名业

余自行车选手，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跨界跨项选拔进入国家队，开启冰雪运

动生涯。这次选拔，也成为非传统冰雪

地 区 宁 夏 向 国 家 队 输 送 运 动 员 最 多 的

一 次。

跨界跨项选材还制定全球化方案，吸

纳了一批冰雪二代、华裔运动员，涉及花样

滑冰、自由式滑雪、冰球、田径等运动项目，

让有着爱国情怀的体育健儿有了为祖国增

光添彩的机会，更让体育包容、和平的精神

传播到全世界。

多 维 护 航 人 才 成 长 ，
助力我国冰雪腾飞

早 在 2019 年 ， 相 关 部 门 的 负 责 人 就

曾透露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路，朝着全项

目 参 赛 的 目 标 ， 按 照 “2018 扩 面 、 2019
固 点 、2020 精 兵 、2021 冲 刺 ” 四 个 阶 段

实施。

2014 年 备 战 平 昌 冬 奥 会 时 ， 各 项 目

队人数之和不过千人。到了 2018 年，我

国 冰 雪 各 项 目 均 能 全 面 发 展 ， 两 万 人

里 再 选 出 4000 多 人 ， 继 续 下 一 阶 段 的

训 练 。

这 4000 多人有着不同的“底色”，训练

也因材施教。例如，来自赛艇、中长跑的运

动 员 ，肌 肉 群、肌 肉 记 忆 和 训 练 习 惯 都 不

同，即便都跨到越野滑雪，也需配备不同的

教 练 和 保 障 团 队 ，针 对 性 地 设 计 训 练 方

法，保障出材率。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学”贯穿训

练始终。

2017 年以来，有 300 多名外聘专家服

务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的备战，涵盖

体能、康复、营养、心理等诸多环节，不

断提升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补上了大数据

分析、动作捕捉、运动生物力学等领域的

空缺。很多运动员第一次参与到自己的生

化指标数据分析中。

跨 界 跨 项 的 思 路 也 体 现 在 这 些 外 聘

专 家 身 上 。 东 京 奥 运 会 结 束 后 ， 所 有 外

聘 专 家 都 从 夏 季 项 目 “ 跨 ” 到 冬 季 项

目 。 比 如 ， 体 操 队 外 教 去 指 导 同 样 需 要

技 巧 性 的 单 板 滑 雪 ， 赛 艇 、 皮 划 艇 外 教

可 以 指 导 同 样 需 要 耐 力 性 的 越 野 滑 雪 和

北欧两项。

经验与科学受到了最高的尊重。曾担

任北京市一所体校校长的张蓓，被选聘为

越野滑雪国家队领队。如今，这支队伍已获

得冬奥会上越野滑雪的 12 个小项的全项

目参赛资格。

随 着 二 七 厂 国 家 冰 雪 项 目 训 练 基

地 、 国 家 跳 台 滑 雪 训 练 科 研 基 地 相 继 落

成 ， 我 国 有 了 自 己 的 冰 雪 训 练 大 本 营 ，

先 进 的 风 洞 测 试 等 “ 黑 科 技 ” 助 力 运 动

员博得佳绩。

通 过 补 齐 各 类 短 板 ， 我 国 已 实 现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109 个 小 项 全 项 目 开 展 、

全 项 目 建 队 、 全 项 目 训 练 ， 取 得 历 史

性 突 破 。

近期，冬奥会前捷报频传，一些新兵

横空出世，成为挑梁大将。完成世界上第

一个“内转转体 1980 度”超高难度动作

的苏翊鸣，仅 17 岁，成为中国首位男子

单板滑雪大跳台的世界杯冠军得主，而他

小时候曾是一名童星；同是跨界跨项而来

的彭清玥，尽管因年龄小还在使用青少年

雪板，却已拿到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的参

赛“入场券”。

可以看到，雪上项目正迎头赶上，我

国长期“冰强雪弱”的格局有望在冬奥会

上突破。中国冰雪已经开始腾飞。

在 体 育 项 目 的 白 纸 上 ， 一 个 “ 跨 ”

字 写 出 一 道 道 成 功 转 折 ， 也 将 科 学 、 创

新 、 包 容 的 精 神 带 进 其 他 队 伍 当 中 ，

这 一 思 想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调 整 ， 形 成 中

国 特 色 ， 成 为 推 动 体 育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宝 贵 财 富 。

这条名为“跨”的道路，让世界之前

沿走进中国，也让中国影响着世界。中国

体育人愈发深入地参与国际体育组织机构

的工作，以及国际体育规则的制定中，国

家体育公信力不断提升。当奥林匹克的火

炬再次来到中国，中国将与世界伙伴携手

实现跨越。

跨项 跨界 跨越

备战北京冬奥 在白纸上书写转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如果翻开正在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运动
员的履历，会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是一直练习冬
季项目，甚至有人之前都不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员们
不只来自传统冰雪大省，而是从五湖四海汇聚成的大
家庭。

冰雪运动员的背景多维、来源多维，造就了我国
在冰雪运动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2015 年，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时，北京冬奥
会要举办的 109 个小项中，约有 1/3，我国几乎没有开
展过。

几年备战，就是一个解放思想，扩大人才选拔，补齐
冰雪运动短板的过程。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已实现北
京冬奥会 109 个项目全项目开展、全项目建队、全项目
训练，并在多个过去的空白领域创造佳绩。

一张白纸写满转折。我国体育人改革性地开展跨界
跨项选材，为传统项目运动员打开职业新世界的大门，
让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机遇，更为此前无缘接触
奥运会的青年体育爱好者开启了更大的舞台。

一批年轻的体育人“跨”步入场，使得冰雪运动惠及
更广泛群体。

▲越野滑雪训练

▲越 野 滑 雪 女 子 团 体
短距离（自由技术）

越野滑雪▲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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