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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2 月 17 日晚，壮丽的烟花点燃了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夜空，一场简约

但内涵丰富的开幕式宣告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以下简称“十四冬”）正式开幕。受新冠疫

情影响，原定 2020 年年初开幕的“十四冬”

延期4年举行。如果算上申办时间，“十四冬”

的整个申办、筹办时间超过了 10年。10年的

等待，令原本应该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

举办的“十四冬”，最终落在了北京冬奥会闭

幕后两年举行。此时，国内的冰雪氛围早已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届冬运会创下多个第一

“十四冬”是全国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首

次在内蒙古举办，也是继 2016 年“十三冬”

在新疆举办之后，全国冬运会第二次在黑龙

江、吉林两省之外的地区举行。此外，“十四

冬”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后，国内举办的

第一项大型综合性冬季体育赛事，也是首次

设置了群众比赛项目的全国冬季运动会。但

在所有的“首次”“第一”等表述里，“十四

冬”最具历史意义的是：第一次实现了以

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团参赛，共吸

引了全国 3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加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中国石油行业体协等，共计 35个代表

团参赛。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

朱承翼不无激动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

示，“我国冬季运动可以说真正进入了一个新

的大发展阶段，可以说冬运会和夏季全运会真

正实现了两驾马车并驾齐驱。前十三届的冬运

会，我们开展冰雪运动的省区市数量、开展冰

雪运动项目的数量，以及参与人群都无法与夏

季全运会相比。所以，在‘十四冬’之前的很

长一段时期里，冬运会的组团单位都是以地级

市为主，且主要来自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地级

市，比赛项目也不多，人数也不多，其影响

力、推动力、发展力都远不及夏季全运会。而

且，各省区市重夏轻冬的情况长期存在。本届

冬运会首次实现以省级行政单位组团，开启了

全国冬季运动一个崭新且全面发展的阶段。”

在“十四冬”上，诸如湖北、湖南、云南、

福建、广东等十几个省（区、市）都是首次有队伍

参加全国冬运会。与此相映衬的，正是“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冰雪运动在国内南

北方，都已经成为热门体育项目的现状。

北京体育大学冬奥文化与冰雪运动发展研

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邹新娴认为，“北京冬

奥遗产正在深入影响着中国。一是‘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宏伟目标的实现，不仅极大地带

动了全国大众和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开启了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而且极大促进

了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的大幅提升，中国健

儿在冬奥会的精彩表现和夺目的竞技成绩也助

推冰雪运动受到全民关注，带动更多民众走进

冰场和雪场。二是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既

促进了冰雪运动项目的均衡发展，也推动不同

区域有针对性地发展合适的冰雪运动项目，包括

鼓励东北三省开展更多的冰雪项目，加快华北和

西北等地冰雪项目发展速度，调动其他有条件的

地区开展适宜的冰雪项目。同时，强调加强区域

合作和资源共享，推动冰雪运动跨区域发展。”

当冰雪运动成为四季、全域、全民的运动，

当国内各个省区市的冰雪运动开展起来，组队参

加全国冬运会也就成了必然的需求，反过来，辐

射范围更大的冬运会又会起到在全国进一步扩大

冰雪运动影响的作用。

哈尔滨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王飞

认为，“无论是冰雪运动还是冰雪经济发展都迫

切需要‘赛事之窗’。”她说，“到 2021 年 10

月，我国已经有 3.46 亿人参与过冰雪运动。从

冰雪运动发展看，基础已经建立。后冬奥时代，

我们要持续巩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成果。怎么巩固？‘赛事之窗’非常关键。通过

全国冬运会，人们对冰雪体育赛事更加熟悉，然

后产生兴趣并推动大家亲身体验。这一过程是人

们参与冰雪运动的清晰路径，但需要引导和创造

机会。由此，冰雪体育赛事就很关键。”

所以，当国人的冰雪热情不断高涨，全国冬

运会在发挥着原有的竞技体育价值之外，更会成

为全国冰雪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

冰雪赛事综合效益凸显

今冬以来，以哈尔滨的火爆出圈为代表的冰

雪经济热，也意味着，当全民的冰雪激情已经点

燃，像全国冬运会这样的国内顶级冰雪赛事也应

该发挥出更多的综合效益。

在 2月 16日举行的本届冬运会新闻发布会

上，呼伦贝尔市政府副市长孙微介绍，呼伦贝尔

市以承办“十四冬”为契机，依托冰雪生态和民

俗文化多元的优势，打特色牌、走差异化路子。

据介绍，今冬以来的国内冰雪热同样出现在

了呼伦贝尔。孙微介绍，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月，呼伦贝尔全市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分别

是上年同期的 2.2倍和 2.7倍。2024年春节假期

前6天，呼伦贝尔接待游客131.29万人次、旅游

收入 9.09 亿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 9.2 倍和 11

倍。从内蒙古全区看，春节假期前6天，全区接

待游客 2486.12万人次，旅游收入 177.03亿元，

分别是去年同期的6.15倍和8.25倍。

北京冬奥会后，冰雪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

也到了关键的成长期。王飞表示，“需要明确的

是，冰雪经济发展基础是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又

需要以赛事的形式彰显魅力。‘十四冬’是冰雪

经济发展的文化平台，在‘十四冬’的作用下，

人们通过各种冰雪运动项目比赛了解到冰雪运动

的特点、比赛规则并感受它的魅力。这正是冰雪

体育文化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也是让更多人喜欢

冰雪运动的过程。在这样的文化引导下，人们会

有意愿参与到冰雪运动中，从而形成更多的冰雪

消费。一直以来，冰雪体育赛事都是体育文化和

冰雪精神传播的重要平台，冰雪经济发展需要这

样的平台，在其发展关键期，全国冬运会让冰雪

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冷冰雪已成热经济，体育赛事该如何发挥

催化剂的效应？邹新娴认为，北京冬奥会其实就

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案例，“北京冬奥会以‘更快

的环境改造进程、更高质量的发展水平、更强的

公众参与力度’，创造了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与城

市经济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典型范例。为此建

议：一是举办赛事过程中注重以赛会竞赛设施和

配套设施建设为契机，在满足赛事需要的基础

上，实现城市交通、无障碍设施、环境设施、赛

事服务等诸多配套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二是

通过筹办赛事实现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

化等多业态融合发展，使之为城市经济的更新升

级发挥作用。如首钢园区在‘双奥之城’的影响

下，彻底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成功转

型，焕然一新的功能面貌已经成为了北京城市更

新的重要标志。”

2016年的“十三冬”在新疆举行，大幅提

升了新疆冰雪资源的知名度，助力新疆成为具有

极强吸引力的全国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热门目的

地。那么，“十四冬”能复制这样的成功吗？

王飞认为，内蒙古是地域特色非常突出的省

份，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都极具代表性。内蒙古

的冰雪旅游与冰雪经济发展一定要与该地区的特

色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要区别于黑龙江、吉

林、新疆以及河北崇礼等地区，要差异化发展，

她建议，“内蒙古的冰雪运动要有机融入内蒙古

地域的特色文化，包括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以及

民族歌舞等。要认识到冰雪经济是新经济业态，

提供的产品是新型服务产品，具有极强的融合

性。此外，在一些冰雪运动和旅游产品的设计

上，需要结合自治区整体力量，多城市呼应，统

一布局。”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

“十四冬”是内蒙古首次承办全国性大型体

育盛会，自申办成功之后，筹备时间长达 8年。

对于内蒙古来说，也寄托着“办好一个会，提升

一座城”的期待。实际上，无论是去年举办了

世界大运会的成都、亚运会的杭州、首届学青

会的广西，还是此次作为“十四冬”东道主的

内蒙古，以及明年将举办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哈

尔滨，通过大型体育赛事获得多元价值都是必然

的诉求。

这方面，北京冬奥会作为成功典范传递出的

核心理念就是“把冬奥会融入城市和地区的长期

发展”“实现更高的区域发展水平”。邹新娴表

示，“北京冬奥会不仅带动了区域环境质量改

善，更大幅度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筹办过

程中不断建设健全城市基础设施、推动冰雪产业

发展、带动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促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等一系列举措，无不赋予了区域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也正悄然建构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新局面。”

王飞建议主办城市要在“三个力”上下功

夫：包括要积极提升冰雪体育文化的感召力。因

为文化的吸引力和作用力会非常持久，无论是冰

雪运动还是经济发展都要凸显魅力，冰雪体育文

化感召力必须提升。大力提高“有为政府”的服

务力。因为“有为政府”对赛事举办很关键。一

项赛事需要政府有效引导，做好规划，做好公共

服务和赛事保障，但根本出发点是服务。快速建

立冰雪赛事人才的保障力。大型体育赛事，特别

是冰雪体育赛事的举办，标准高、专业性强，专

业人才不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面临大

型冰雪体育赛事举办空白的状况和专业性冰雪体

育赛事人才不足的局面。提前布局、提前培训、

做好演练都是重要举措。同时，通过大型冰雪体

育赛事举办，还要积极拓展对各类冰雪体育人才

的培训，为全国冰雪运动以及冰雪经济发展储备

好专业人才。

“十四冬”的大幕已启，因为观众爆棚、媒

体云集，“十四冬”的短道速滑比赛成为全国冬

运会历史上第一项高需求赛事。当冰雪运动的冷

仅体现在比赛场地的温度上时，中国冰雪和冬运

会的“热辣滚烫时代”或已来临。

本报呼伦贝尔2月19日电

筹备十年的冬运会见证中国冰雪的“热辣滚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从正月初三开始，U20中国女足、U17

中国女足、U16中国男足 3支“小国字号”

球队已经分别在昆明海埂基地、苏州太湖

基地、香河国家训练基地展开集训，“春节

短假”对于肩负着尽快提升中国足球外战

成绩的后备力量而言，更像是赛历表单上

的时间管理员，督促着各级国字号球队在

龙年展现出区别往年的新气象。

U20女足将打响中国足球国字号球队

龙年外战第一枪：2月20日，U20女足结束

在昆明海埂基地的体能阶段训练，转场成

都温江基地进行技战术层面演练。全队将

于2月28日启程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

什干，征战2024年U20女足亚洲杯决赛阶

段赛事。北京时间3月4日 16时，U20女足

将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朝鲜U20女足。

和以往集训人员变动频繁的青训体系

球队相比，逐渐“升级”的 U20女足，无论

教练组抑或球员、主力阵容始终保持相对

稳定。这是U20女足过去一年成绩避免起

伏的重要原因。2023年两阶段 6场亚洲杯

预选赛，中国U20女足 6连胜进 31球 0失

球成绩优秀。12月与澳大利亚U20女足踢

了两场热身赛，首战1∶3失利、次战3∶1取

胜。今年 1月与韩国U20女足进行的热身

赛，凭借补时阶段进球1∶1战平对手，全队心

态及技战术能力不断在实战中得到检验。

“整体转换”“前场压迫”“局部配合”

“立体进攻”是中生代主教练王军带队多年

的战术指导思想。相比当今世界女足运动

的飞速发展，“身体对抗”和“快速决断”两

方面能力均存在较大差距的中国“小玫

瑰”，只有适应高强度、快节奏的比赛，才能

跟上世界女足运动的发展步伐。

U20 女足亚洲杯就是检验中国女足

“小玫瑰”成色的最佳标尺。本届U20女足

亚洲杯决赛圈总共 8支球队，中国 U20女

足作为第三档球队与日本、朝鲜、越南的U20女足同在B组。

根据赛制，每小组各两支出线球队进入半决赛且获得今年哥

伦比亚U20女足世界杯资格。

日本 U20 女足、朝鲜 U20 女足具有体能充沛的共同特

点，区别在于日本队技术细腻、控场能力足够，朝鲜队冲击力

强、作风硬朗。中国U20女足若想小组出线，首战朝鲜女足、

次战日本女足（3月7日19时）至少需要取分。

中国女足上一次参加 U20世界杯还是 2018年，现任国

脚张琳艳、沈梦雨、陈巧珠、汪琳琳、窦加星均为当年主力。换

句话说，本届 U20亚洲杯硬碰硬的两场较量，将对中国女足

未来多年走势给出明确指引，毕竟在失去今年巴黎奥运会参

赛资格之后，中国女足成年队在今后两年时间内无大赛可踢。

比 U20女足“更小一茬”的 U17女足在龙年面临的挑战

同样艰难：4月 7日，2024年 U17女足亚洲杯将在印尼举行，

来自印尼、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的

8支U17女足分为两组对战，目前分组抽签仪式尚未进行，最

终前3名球队获得多米尼加U17女足世界杯资格。

中国足协于1月 25日宣布澳大利亚人加里·范埃格蒙德

出任中国U17女足主教练，范埃格蒙德“火线入伍”带U17国

少女足参加今年女足全国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感受实战氛围

（与山东体彩、浙江杭州、长春大众 3支强队同组），并将于本

期苏州集训结束后（3月 10日）继续带队参加女足全锦赛第

二阶段比赛积累经验。

鉴于3月 21日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目前正处于换帅动荡

期的国足和将于 4月 15日征战卡塔尔U23亚洲杯的国奥队

（与日本、韩国、阿联酋同组）很难在男足层面实现外战成绩

突破，U20 女足和 U17 女足两枝“小玫瑰”自然而然肩负起

让球迷看到中国女足“龙飞凤舞”重任——对于压抑憋闷的

中国足球而言，推开希望之窗呼吸到新鲜空气，便是难能可

贵的新气象。 本报北京2月19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20 岁 的 第 一 天 依 然 在 训 练 中 度

过。”2月 18日，正在扎兰屯金龙山滑雪

场备战“十四冬”的苏翊鸣度过了 20岁

生日。对滑雪运动员而言，出生于 2月，

像是和雪的一份契约，每年都要“检阅”一

次成长。

2019年 2月 16日，河北张家口崇礼云

顶滑雪场，二青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山

西队选手登场。一个卷发少年踏着滑板从

雪坡上缓缓滑出，起跳、腾空、旋转之后，稳

稳落地，最终以 92.00 分问鼎单板滑雪男

子大跳台项目冠军，人们记住了“101号苏

翊鸣”。两天后，他再次以高分夺得单板滑

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男子组冠军，而这一

天，正好是他15岁的生日。

从此，山西在冬季项目中的成绩单不

再是“零”，苏翊鸣的出现为这个冰雪项目

薄弱的省份推开了一扇门，让更多孩子开

始踏上雪板。

3年后北京冬奥会，苏翊鸣夺得单板

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单

板滑雪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3天后，他迎

来18岁成人礼，冬奥1金1银成为他为自己

送上的最“凡尔赛”的生日礼物。一夜之间，苏

翊鸣在无数小小少年心中种下冰雪梦。

而那批最早感受到偶像力量的孩子，

早已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且在苏翊鸣正式

成为“奔三的大人”时，给了他一份特殊的

礼物——在“苏翊鸣效应”的影响下，一群

十一二岁的山西单板滑雪小将已经站上

“十四冬”的赛场。

从苏翊鸣开始的“冰雪梦”

“吉林人，4岁跟随父母练习滑雪，经

常在国外训练。”据媒体报道，山西省冰雪

运动中心主任黄海宏对苏翊鸣的最初认识

“不超过 30个字”，当时，他正为备战二青

会冬季项目找“兵”。山西冰雪底子薄弱，

只能向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冰雪强省

寻求合作，但“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

和“大跳台”这两个项目在国内也刚刚起

步，因此，黄海宏把目光投 向“ 民 间 高

手”，苏翊鸣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二青会

上，15 岁的苏翊鸣代表山西出战捧回两

枚金牌，并展现了少数顶尖运动员才具备

的天赋和心理素质。

“苏翊鸣的引进起到了示范效应。”黄

海宏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为了备战

“十四冬”甚至长远地为山西积累冰雪运动

人才，2020 年 8月开展了一次广泛选材，

最终，有针对性地遴选了50多个孩子练习

单板滑雪，“大部分来自山西，很多孩子是

没见过雪的‘原始材料’”。2021年 1月，孩

子们正式上雪训练。

“第一次上雪是在云南的室内滑雪

场。”11岁的张淑雅记得，一开始大家有些

害怕，教练就拉着她们的帽子一点点往下

滑，多试几次，便开始感受到滑雪的快乐。

此后，看到U型场地的时候，害怕的感觉又

出现了，12岁的张潇然记得，当时教练也

是带着她们先从场地上面趴着或者坐着滑

下去，等到雪季渐近尾声，雪变得软一点，

速度慢了，就逐渐适应了。

完成了从 0到 1的过渡，北京冬奥会

后，苏翊鸣的日本籍教练佐藤康弘给出选

材建议，集训队最终留下了不到八分之一

的孩子，成为“山西 20班”。本次在“十四

冬”单板滑雪公开组女子U型场地技巧赛

中亮相的 6名 10后小将就在其中，她们首

次参赛便有5人进入预赛。此外，这次与她

们代表山西并肩作战的还有被誉为“中国

单板未来之星”的周苡竹，12岁的她已经

在圈内小有名气——2023年，在美国科罗

拉多州铜山滑雪场举行的冬季激浪巡回赛

上，当时年仅11岁的周苡竹就获得了女子

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赛亚军。“十四冬”

预赛，周苡竹也成为这群“娃娃兵”中唯一

晋级决赛的选手。

无论周苡竹的加入还是“20班”的成

立，在黄海宏看来，都是“苏翊鸣效应”的持

续表现。据他介绍，以“十四冬”参赛选手为

例，仅单板滑雪已经有 3个梯队，苏翊鸣、

周苡竹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比苏翊鸣

小三四岁的选手，参加青年组比赛，而第三

梯队就是U型场地技巧的这群“娃娃军”。

“我非常清楚，以她们现在的年龄和水

平，能进资格赛已经很不容易了。”黄海宏

表示，“20班”的孩子们和周苡竹等选手的

明显差距之一就是高水平比赛经验的累

积，因此，明知她们无法取得佳绩，也要为

孩子们尽可能创造好的比赛条件，“希望她

们能通过比赛的历练得到成长，4年后，这

帮孩子到了下一届冬运会将更加成熟，表

现得比现在更好”。

从娃娃抓起 以热爱持续

“我以前是练武术的，但一练武就会有

点儿晕，练滑雪就很刺激、很开心。”年龄

小、个子也小，郭婉诗刚进队时剪着短发，

队友把她当成了小男孩儿，于是她悄悄留

起一头长发，还学会给自己剪头发。滑雪

场上，这个习惯闷声儿改变的姑娘也是一

副踏实的模样，她说自己的小目标是把正

脚外转 360练好，而问及“大目标”，她

未言及争金夺银，只是笑称：“那就争取打

开转体540。”

打开转体 540的快乐，王嫚妮在去年

就体会过，“巨开心，贼兴奋”。她清楚记得

自己在一个中午时分“11点左右”完成了

一套连贯动作顺利“站了”，这套动作她花

了 10 天半才解锁。在“十四冬”拿到了

“班”里的最好成绩——预赛第 12 名后，

她已经前往长白山继续集训，“希望把基

础打稳，争取把转体 720 开出来”。13 岁

的她总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包括和周苡竹

交流时，也会较多询问怎么打基础的问

题，“就像盖楼一样，地基打不好，楼盖多

高也没用”。

“竞技体育不能拔苗助长。”黄海宏坦

言，既要给队员逐步成长的时间，也要合理

倾注资源帮助她们少走弯路。2022年成为

“20班”教练后，郑云龙体会到训练保障和

训练方式的新变化，即便他才22岁，“我们

练的时候场地没那么标准，滑雪器材也是

比较老的材质，板底不如现在的光滑，毛毛

的，滑起来一停一停的”。他站在“十四冬”

赛场边上指挥选手，若不是新冠疫情推迟

了比赛，他的舞台本应是赛道——当时他

已经拿到“十四冬”的比赛资格，但赛事延

期4年，最终他因伤在2021年退役。

换个身份，郑云龙见证了科学训练的

发展，“6个孩子6个状态，在科研团队的帮

助下，我们需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调整

训练计划”。他记得，以往传统的训练很容

易强调“量”的累积，忽略了运动员的疲劳

问题。而且，随着冰雪运动在我国迅速发

展，训练的场地和器材也更加多样化，不仅

能有四季滑雪场，保护气垫的使用也有助

于运动员突破自我，“不变的是，过年回不

了家”。夏天在成都，冬天在长白山和崇礼，

一年四季，轨迹清晰。

在成都时，“20班”的孩子们有机会围

观苏翊鸣训练。“帅”是她们对“师兄”的统

一评价，“好厉害，什么动作基本上做一个

站一个”。王嫚妮强调，欣赏之余，她们会学

习苏翊鸣的起跳动作和空中的概念等。而

在黄海宏看来，苏翊鸣能给小选手最大的

启示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项目”，换言

之，就是把“要我练”变成“我要练”，这是决

定运动员能走多远走多高的关键，“他骨子

里喜欢，就会主动钻研，这样他才可能把这

个项目做到极致。”

“20班”的小队员们，几乎第一次和雪

照面都产生了“偏爱”，但夏季体能训练、戴

雪镜被晒成“阴阳脸”、想家、伤病和站在高

处不由自主的恐惧都曾成为考题，一次次

试炼她们对滑雪的真心。

张潇然记得，刚进队时，大家都不熟

悉，不好意思透露想家的情绪，纷纷躲在被

子里哭，动静大了，教练上来询问“你们咋

了？”她却回答“我们饿了”。嘻嘻哈哈一阵，

愁绪被消解，友情却建立了；而面对半白半

黑的脸，她们也找到了办法，“摘掉面罩，都

晒黑就匀了”；至于伤病，疼痛过后已经成

为她们互相调侃的素材，在张淑棋看来，

“卡（摔倒）不能避免，那就好好练、做好动

作，减少受伤，不能让自己白疼吧。”在困难

面前，这群十来岁的女孩因为“喜欢滑雪时

飞起来的感觉”，放言“自己选择的路，爬着

也得过去”。

6个女孩中，张依冉是唯一没能闯进

“十四冬”预赛的队员，但资格赛的经历让

她十分难忘，“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

360，是飞出去抓板做的，以前都是在槽子

里头做，这次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虽然，

她最终摔倒在赛道上，但腾空完成动作时，

她对自己开始刮目相看。

“单板滑雪的雪感非常重要，年龄越

小接触越好。”黄海宏透露，苏翊鸣、周苡

竹和“20班”的成长经历让他对这一项目

有了更深的认识，“根据项目特点，单板

滑雪要从更早的时候开始让孩子们接触、

参与，同时我们要尝试突破传统竞技体育

培养方式，期待社会和更多家庭参与到人

才培养中来”。他坦言，“十四冬”结束后，

计划选拔一批年龄更小的孩子，“真正从

娃娃抓起”。 本报2月19日扎兰屯电

一群随苏翊鸣踏上雪板的“娃娃兵”

苏翊鸣（中）和山西队单板滑雪小将合影。

张潇然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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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6日，中国U20女足 3∶1战胜澳大利亚U20女足。

图为欧阳玉环（中）带球突破。 视觉中国供图

2月 1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范可新第一个冲过终

点，帮助黑龙江队夺冠。辽宁队、山东队分获二三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2月 17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主火炬塔燃起，天空绽放烟花。当晚，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