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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越来
越近了。

日前，“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如
期而至。从大年初五到元宵佳节，在 10
天的时间里，北京冬奥组委在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云顶滑
雪公园等 3个竞赛场馆群举行了 20项
测试活动。这是北京冬奥会从场地设
施、赛事运行到服务保障等方面的第一
次实战演习。

为了利用好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
个雪季，北京冬奥组委邀请部分国内运
动员和技术官员、国际专家，统筹疫情
防控和测试活动安全，举行了雪上项目
和滑行项目的测试活动，对场地、器材、
设施、能源、交通等硬件进行试运行，对
场馆团队进行磨合，对指挥体系、赛事
组织、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进行演练。

尽管规模缩小，但对于一直进行封
闭训练的运动员们来说，他们仍然非常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比赛机会。2月 20
日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测试
活动在张家口赛区崇礼云顶滑雪公园
圆满收官。在这次活动中，国家集训队
全体队员和教练员都积极投入。这期
间，无论是赛事的组织安排、医疗救援、
现场解说，还是赛场执行、场地保障等
各个方面，都让运动员们真切地感受到
了冬奥会的比赛氛围。

通过这次测试活动，国家集训队
的选手们各有收获。他们总结了近段
时间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
备战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测试
活动中，名将徐梦桃发挥出色，摘得两
项冠军。赛后，徐梦桃表示：“今年是

备战冬奥会最关键的一年，也是最特
殊的一年。我恨不得把这次赛场的每
一处场景印在心里，把动作体会牢牢
记在脑里。”

除了帮助运动员进行实战演练，冬
奥测试活动同样是对北京冬奥组委的
一次“模拟考”。通过测试活动，赛时运
行指挥体系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演练机
会，得以完善和提升；场馆硬件设施经
受住了考验，以事实证明完全能够满足
奥运标准赛事的需求；场馆运行团队得
到了锻炼，收获了宝贵的经验。

对于冬奥会的雪上项目来说，气象
条件影响极大。在此前的三届冬奥会

上，都有过因为气象原因而导致赛程变
更的情况。在此次测试活动期间，赛程
同样多次由于天气原因而调整。首日，
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的比赛就
因为风速和气温未达到要求而改期。
为此，冬奥组委指挥部专门设立竞赛日
程变更委员会，协调各部门联动，根据
情况变化迅速应对。

除此之外，本次测试活动还对冬季
项目救援、疫情防控等重点环节进行了
演练。通过直升机救援和转运救援等
方式，各个赛区的救援工作均达到了国
际奥委会的规定，医护人员在 4分钟内
可以到达受伤运动员身旁进行救治。

在疫情防控方面，赛会着重进行了出现
新冠肺炎患者的应急演练。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高度赞扬了北
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如今，“相约北
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有序开展，无疑为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注入了一针“强
心剂”。接下来，北京冬奥会还将面临
许多场“模拟考”。4月，冰上项目测试
活动接续展开，届时北京赛区的竞赛场
馆将集体亮相；10月至 12月，10项全要
素测试赛将陆续举行。

上图：运动员在延庆赛区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的测试活动中。 新华社发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成功举行—

北京冬奥会迈出实战演练第一步
■秋 锦 本报记者 马 晶

越野滑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

项目之一。运动员借助滑雪用具，运用

登山、滑降、转弯、滑行等基本技术，滑

行于山丘雪原之间。1924年在夏蒙尼

举行的第一届冬季奥运会上，越野滑雪

就被列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相传，在挪威内战时期，两名被称

为“桦木腿”的侦察兵怀藏年仅2岁的

国王哈康四世，滑雪翻越高山，摆脱了

敌人，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越野滑雪

的记载。如今，挪威还每年举行越野

马拉松滑雪赛，距离35英里，与当年侦

察兵所滑路程相同。15世纪以后，瑞

典、丹麦和俄罗斯等国家都在军队中

建立了滑雪部队。1522年，瑞典国王

库斯塔普·伯萨在战争中为了摆脱芬

兰军队的追击，运用滑雪方式，以最快

速度从挪威国境的谢依连村滑雪行军

逃到其他地区。战争胜利后，伯萨成

了瑞典国王，可见，越野滑雪作为一项

军事技能的重要性。

越野滑雪的比赛路线分为上坡、下

坡和平地，各占约三分之一。越野滑雪

使用两种技术：传统技术和自由技术。

传统技术要求运动员将雪板放在压好的

雪槽里，两个滑雪板保持与滑行方向平

行，运用双腿的前后摆动和雪杖来前

进。在超越前面运动员的时候，可以跳

出雪槽改道滑行。下坡和平地雪道是超

越对手的黄金赛段，后方运动员想要超

越的时候，可以踩前面运动员的雪板提

醒他，当前面的运动员得到提醒后必须

让出雪道，否则算是犯规。自由技术对

技术动作没有限制，运动员可以采用任

何技术动作。两种技术使用的雪板有明

显区别，自由式板比较短，板尖比较小，

底部光滑，需全部打滑蜡。传统式板有

明显的弓形弧线，只有在滑行部分需要

打滑蜡，中间蹬动部分打防滑蜡。

越野滑雪比赛对运动员体能要求

很高，终点冲刺竞争激烈，经常能够看

到运动员在冲线后摔倒。有意思的是，

其实并不是每一次摔倒都是因为体力

不支，它还会被运动员当作冲刺战术

使用。

在冬奥会的比赛中，越野滑雪又分

为间隔出发和集体出发两种不同的比

赛出发形式。传统技术、自由技术和不

同距离、不同人数的组合构成了越野滑

雪的项目群。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越野滑雪

的比赛将在张家口赛区举行，共产生

12枚金牌，分别为男子双追逐赛（15公

里传统技术+15公里自由技术）、女子

双追逐赛（7.5公里传统技术+7.5公里

自由技术）、男女个人短距离（自由技

术）、男子15公里（传统技术）、女子10

公里（传统技术）、男子4×10公里接力

（传统技术）、女子4×5公里接力（传统

技术）、男女团体短距离（传统技术）、男

子50公里集体出发（自由技术）、女子

30公里集体出发（自由技术）。

对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越野滑雪

并不是一个传统强项。中国选手在冬

奥会越野滑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仅为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的女子接力

第13名。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上，有

四名中国选手参加了越野滑雪的比赛，

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平平。在北京冬奥

周期，中国越野滑雪队采用跨界跨项选

拔的方式，先后从马拉松、自行车、皮划

艇等项目中吸纳了5000余名有潜质的

选手，并通过国内外赛事进行考察和甄

选。目前，队伍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在2019-2020赛季的15站世界杯

比赛中，中国越野滑雪队有15人次取

得了前30名的成绩，创近年新高。

越野滑雪：在山丘雪原间滑行
■王树旺 刘建元

冬奥小知识

2月 28日，是江苏足球俱乐部的 27
周年纪念日。也正是在这一天，球队宣
布停止运营。这也意味着卫冕冠军江苏
队，将极大概率无缘新赛季中超联赛。

这一天距离江苏苏宁问鼎上赛季中
超联赛冠军，仅仅过去了 108 天……新
科中超冠军以如此方式与中国足球挥手
作别，让人慨叹。
“冠军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犹记得 2020 年 11 月 12 日，苏州奥

体中心漫天的冠军纸片飞舞，江苏苏
宁队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
中。击败广州恒大勇夺队史首座中超
冠军奖杯，成为国内职业足球联赛的
第九支冠军球队，江苏苏宁迎来了巅
峰时刻。

江苏球迷对这座奖杯苦苦期盼、等
待了 26年。在颁奖仪式上，球队队长吴
曦异常激动，还没等颁奖程序走完，就兴
奋地举起了奖杯。那一刻，场面有些搞
笑却异常美好。

然而，这份美好却过于短暂。江苏
苏宁，从那一刻开始自由落地式滑落，从
巅峰到至暗，仅仅用了108天。

冠军光环的背后，隐患早已埋下。
夺冠的喜悦让球迷暂时忘记四伏的危
机，以为这个冠军会给战斗不息的球队
带来更多的希望和转机，然而现实却如
此残酷。

2015 年，苏宁接手江苏足球，俱乐
部正式更名为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
苏宁入主之前，江苏队获得过 2013 年
超级杯和 2015 年足协杯冠军。苏宁入
主后，球队投资力度有了大幅提升，
2800 万欧元从切尔西签下拉米雷斯，
5000 万欧元从利物浦手中撬走特谢
拉，埃德尔、米兰达等大牌外援先后来
投。上赛季，江苏苏宁的大手笔投入
终于取得了回报，然而问题也随之而
来。赛季中期，媒体曾曝光球队拖欠
工资而导致球员罢训。夺冠后，球队
没有举办夺冠庆典，俱乐部也没有发
放夺冠奖金。春节前后，主教练奥拉
罗尤、高中锋外援桑蒂尼都因为欠薪
离队，绝对核心特谢拉也未能获得续
约合同，球队开年后迟迟没有集中备
战……球队前途不明朗的传闻不胫而
走。

随后，球队投资人苏宁控股集团董
事长张近东的一席话，更是彻底断了球
队的退路。“苏宁正在卸下包袱轻装上
阵，但同时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我们
要坚定地聚焦零售发展，自上而下地聚
集主航道、主战场，做减法、收缩战线，就
要该关的关，该砍的砍。”

当然，球队也未曾放弃努力，一直
在寻找能够接手球队的企业。苏宁甚
至决定将球队“零元转让”，但要求接
手方承担目前约 5 亿元左右的债务，
这让几家有意向的企业都打起了退堂
鼓。南京、苏州、无锡等地的几家企业
先后坐上谈判桌，无奈最终都擦肩而
过。

江苏苏宁退出后，很多球迷也关心
他们留下的中超和亚冠名额问题。上
赛季降级的沧州雄狮或将获得替补中
超资格。据悉，沧州雄狮俱乐部一直与
中超联赛职业联盟保持密切联系，随时

准备重返中超。此外，江苏苏宁作为联
赛冠军原本是中超参加亚冠的第一顺
位球队，根据亚足联的规则，他们退出
后联赛排名第 6的重庆队并不能获得替
补资格。新赛季，中超将只剩下广州
队、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三支队伍征战
亚冠赛场。

江苏苏宁一旦彻底宣布解散后，
他们旗下的所有球员都将获得自由
身，其他国内俱乐部在引进这些球员
时无需占用内援名额，这对于球员来
说是个利好。当然，球员想要寻找新
球队并非易事，毕竟赛季即将开始，很
多中超球队已基本满员。幸运的是，
江苏省内尚有不少中甲球队，除泰州
远大外，南通支云、苏州东吴、昆山 FC
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当一切的可能都变成不可能，江苏
苏宁似乎注定只有一个结局。与此同
时，天津泰达也未能完成中超联赛的准
入资格，即将退出新赛季的中超联赛。
这意味着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尚未开赛，
或将失去两支老牌队伍。

28 日，南京阴雨连绵，路上的行人
不由自主裹紧了大衣加快了脚步，江苏
球迷的心，估计比这天气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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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江苏足球来说，从风光无限到

轰然倒塌，只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

新科中超冠军江苏足球俱乐部正式

宣告停止运营，对中国职业足球是一个强

地震事件，但它并不是突然爆发的，预警

级别的小震从去年就开始发生了。2020

年，16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黯然倒下。而在

2021年，各种震荡也持续不断。天津、重

庆、河南等俱乐部，前景难料。

卫冕冠军江苏苏宁转身离场，也预

示着从2015年开启的一股“金元足球”

风潮偃旗息鼓。在2015年广州恒大队

第二次夺得亚冠冠军的节点前后，苏宁、

上港、华夏幸福、权健等一大批投资商纷

纷进场，也想复制恒大的成就。如今，权

健、苏宁已去，华夏幸福举步维艰，上港

和恒大全面收缩战线，中超联赛即将面

临一场重新洗牌。

联赛冠军球队“零元转让”，却难寻

接盘者。中超联赛的尴尬被展现得淋漓

尽致。这背后，更主要的问题是哪家企

业愿意引进一个年亏损几亿的产业，且

在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盈利希望。

中国足球俱乐部普遍经营不善，难

以自食其力，均需靠东家输血而活。中

国足球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是不

争的事实。如今再加上球队名称去企业

化，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广告效应，入局者

自然意兴阑珊，很多球队面临“断供”也

就不难理解。

没有合理的盈利模式，想要坚守多

年绝非易事。一旦球队投资人遭遇危

机，足球俱乐部瞬间就变成了负资产。

遥想当年，他们空降而来时侃侃而谈，足

球是他们的梦想；撤退时，要建百年俱乐

部的豪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过去十

年，有45支球队从中国足球的版图上消

失，2020年尤甚，有包括天津权健、辽宁

宏运在内的中超、中甲和中乙共16支队

伍黯然退出。

不求出人头地，只求踏实活着，这或

许将是未来数年中超球队的生存准则。

似乎，中超联赛正在逐步回归理性。但

如果不能实现开源节流，培养自身的造

血能力，中超联赛想要健康发展依然会

遭遇重重挑战。

经历阵痛，我们期待职业联赛能够

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俱乐部能

够实现扭亏为盈，最终进入一个良性的

发展轨道。目前中超整体在节流，但如

果无法开源，即便是年投入真的降至3

亿元或者2亿元，也是一去无返，并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联赛的命运。

总而言之，让足球回归足球。让球

员挣与他们的付出和水平相适应的钱；

让俱乐部能够依靠自己的营收能力正

常运营；让更多的俱乐部学会依靠球队

的青训培养人，而不是挥舞钞票四处挖

人；让俱乐部与社区、地区、城市紧密相

连，并给球队和球迷带来归属感……

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在困境中迎来

重生。

让足球回归足球
■肖 何 彭郑鑫

体 谈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老百姓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逐渐增高，不少滑雪爱好者不仅自己参与其中，还影响家人和朋友一起加入进来。图为一名小朋友在北

京八达岭滑雪场体验滑雪。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