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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准备工作就绪
中国代表团将力争实现冬奥全项目参赛的目标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记者
张悦姗 赵雪彤） 记者从 27 日在京召
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目前
针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冬奥村将
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开村。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 北京
市副市长张建东从场馆基础设施、 场
馆运行、 赛会服务保障、 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风险、 宣传推广和文化活动、

可持续和遗产工作六个方面介绍了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情况。

“明年 1 月 27 日， 冬奥村将正
式开村 ，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
员 。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 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
持下， 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挑战，

圆满完成各项筹办任务， 为世界奉献
一届简约 、 安全 、 精彩的奥运会 。”

张建东说。

对 25 日发布的 《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 》 第一版
（以下简称 《防疫手册》）， 张建东也
进行了解读。 他说， 全球疫情形势严
峻复杂， 《防疫手册》 所阐述的一些
措施都是依据最新的科研成果、 专家
意见 ， 也借鉴了其他国际赛事的经
验 ， 希望所有涉奥人员能够全力配
合、 遵守、 执行规定。 同时， 将严格
执行相关处罚规定， 一些细节也正在
和国际奥委会沟通。 对不遵守 《防疫
手册》 规定的， 可能会面临警告、 临
时或永久撤销注册资格、 临时或永久
取消参赛资格、 逐出比赛、 取消相关
资格等严重后果。

当前， 北京冬奥会备战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
川介绍了中国运动员的备战情况 。

“北京冬奥会有力促进了中国冰雪运
动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 目前中国有

29 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 480 名运
动员正在全力冲刺备战北京冬奥会。

当 2015 年北京获得 2022 冬奥会举办
权时， 中国在 109 个小项中约有 1/3

的项目从来没有开展过； 在平昌冬奥
会上， 中国队的参赛项目约占项目数
量总数的一半。 但这届冬奥会作为东
道主， 我们将力争实现全项目参赛的
目标，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李颖川也谈到了中国队目前遇到
的主要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国
家集训队无法正常出国参赛和出国训
练， 失去了一部分积分。 大部分队伍
长时间没有参加国际赛事， 缺乏与主
要对手同场竞技的机会。

对此， 中国冰雪运动队充分利用
国内全项目训练的条件， 不断提升训
练的科学化水平。 李颖川说， 中国队
目前正在进行备战北京冬奥会的最后
冲刺， 运动员们将力争在北京冬奥会
上展现自己最佳的竞技状态。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王梅梅表示，

在东京残奥会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高
度重视保障残疾人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和身体安全，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和预案， 严格落实东京奥组委以及代
表团的疫情防控各项要求， 实现了零
感染。 “我们要把这些经验用于北京
冬残奥会的备战和参赛工作中， 特别
是在接下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为我
国冬残奥会代表团参赛提供一些经验
和借鉴。”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训练
备战。” 王梅梅说， 中国冬残奥会代
表团将争取在备战的最后几个月多参
加国际赛事， 进一步完善运动员的保
障措施， 全面提升训练基地的保障和
服务水平。

国乒公布世乒赛名单
马龙许昕刘诗雯缺席

本报讯 （记者吴姝 ） 2021 年世
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 11 月 23 日至

29 日在美国休斯敦举行 。 中国乒乓
球协会网站近日公布了中国队参赛名
单。 备受关注的马龙、 许昕、 刘诗雯
三位名将主动提出休战。 在此次参赛
名单中， 国乒女队阵容齐整， 而国乒
男队将以新生代阵容冲击冠军。

本届世乒赛为单项世锦赛。 男子
单打方面， 国乒将由奥运亚军樊振东
领衔， 携梁靖崑、 王楚钦、 林高远、

周启豪一同参赛 ； 男双由樊振东 /王
楚钦、 林高远/梁靖崑两对组合出战。

中国乒协秘书长、 男队主教练秦志戬
表示， “男单五人都没获得过世乒赛
男单冠军， 新周期站在同一起跑线，

希望他们把握每一次珍贵的机会。”

女队方面， 陈梦、 孙颖莎、 王曼
昱三位在东京奥运会表现出色的球
手， 将携小将陈幸同、 王艺迪出战单
打； 女双则由孙颖莎/王曼昱、 陈梦/

钱天一参赛。 女队主教练李隼提醒队
员， “世乒赛对手多、 比赛强度大，

技术难度比奥运会大。 特别是日本新
报名的队员， 都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另外， 孙颖莎搭档王楚钦、 王曼昱搭
档林高远， 将出战世乒赛混双比赛。

国足或再次远征西亚
主场作战希望渺茫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从球队主
帅李铁到全体队员， 中国男足非常渴
望能够在真正的主场踢一场十二强
赛， 但残酷的现实让他们难以梦想成
真。 根据目前的情况， 国足将大概率
再次前往中立场地， 出战 11 月 11 日
（对阵阿曼队） 与 16 日 （对阵澳大利
亚队） 的两场十二强赛。

根据国际足联规定， 中国足协需
要在赛前十天确认主场比赛地点及竞
赛计划， 如今距离截止时间仅剩短短
几天。 此前中国足协曾希望将 11 月
的两场十二强赛放在苏州， 但伴随着
国内疫情变化， 该方案目前已很难获
得批准。 据悉， 目前正在苏州集训的
国足仍期待奇迹发生， 某队员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哪怕没有球迷， 也希望
能踢一次真正的主场”， 但他同时也
表态能接受中立主场， “不就是再去
一次西亚吗？ 也不是大问题。” 中国
足协目前已做好最坏打算， 飞往西亚
的包机事宜也已落实， 力求尽最大努
力保证全队竞技状态及防疫安全。

对于对手阿曼队来说， 在西亚比
赛无疑是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根据阿
曼足协的安排 ， 阿曼职业联赛将在

10 月底进行第四轮角逐 ， 而后休战
至 11 月 24 日 ， 而阿曼国家队则在

11 月 1 日集中， 并于 11 月 6 日或 7

日出发前往中国。 一旦国足不得不前
往西亚， 那么无论在多哈还是沙迦，

阿曼队都将省去舟车劳顿之苦， 也不
用担心抵达中国后的时差问题。

若国足再次前往中立场地， 还将
影响于 12 月重启的中超联赛。 考虑
到球队归国后将面对 “14+7” 的隔离
观察， 原定于 12 月 1 日开始的中超
第二阶段， 将根据预案改期至 12 月

13 日开始， 进行到明年 1 月 4 日。

上海体彩中心发布
2020年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上海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联合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体育彩票研究中心近日发布 《中国体
育彩票 （上海地区 ） 2020 年社会责
任报告》 （后文简称 《报告》）。

《报告》 共分 “走近上海体彩”

“党建引领， 深层次凝聚体彩发展合
力 ” “科研助力 ， 2020 年上海体彩
购彩行为白皮书 ” “共克时艰 ， 战
‘疫 ’ 路上体彩人的责任与担当 ”

“责任履行 ” 及 “展望 ” 六大部分 ，

向公众展示了 2020 年上海体彩开展
的各项工作以及履行的社会责任。

《报告》 重点聚焦 2020 年上海
市体彩公益金筹集及使用情况。 2020

年， 上海市共销售体育彩票 38.18 亿
元 ， 共筹集体彩公益金 10.90 亿元 。

2020 年度上海市本级体彩公益金实
际使用 3.06 亿元 ， 其中 ， 全民健身
经费 1.01 亿元 、 青少年体育训练专
项经费 0.37 亿元 、 国际国内赛事扶
持经费 0.25 亿元 、 运动员退役自主
择业一次性经济补偿经费 0.07 亿元、

体育设施运行经费 0.13 亿元 、 体育
场地修缮 、 体育专项设备购置经费

1.17 亿元、 体育博物馆运营及高危项
目监管经费 0.06 亿元。

同时， 《报告》 对上海体彩中心
全面推动责任彩票工作进行了梳理。

围绕建设 “负责任、 可信赖、 高质量
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的总体目标，

上海体彩中心从党建、 调研、 制度、

品牌、 营销、 渠道、 技术等多个维度
开展工作， 取得责任彩票管理工作的
积极成效， 在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
开展的 2020 年度省市责任彩票等级
评定工作中， 获责任彩票三级认定。

对于 《报告》 的发布， 上海体彩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阶段， 中
心将继续秉持依法治彩理念， 不断强
化责任担当意识， 在责任彩票建设工
作中再迈坚实步伐 ， 为建设负责任
的、 可信赖的、 高质量的国家公益彩
票凝心聚力。

只有股权改革才能挽救河北俱乐部
停工休假，又一家曾经一掷千金的中超球队走到解体边缘

两周前， 率领河北队参加足协杯赛
的领队郎征说了这样一番话， “能来到
这里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 包括一些差
旅费都是教练组在垫付， 希望队员们能
够珍惜这样的机会。” 当时的郎征或许
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表态， 让外界更多
关注河北足球俱乐部所遇到的困境， 进
而推动局势向好发展， 但看来他的愿望
还是落空了。

本周二， 河北足球俱乐部发布一则
“停工休假通知”， 表示由于 “俱乐部运
营资金困难， 廊坊市体育局推进俱乐部
股改工作停滞 ”， 决定 “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起停工休假， 如公司提前复工，

或需延长停工时间， 将另行通知”。 这
家曾经在中国足球转会市场上一掷千金
的俱乐部， 就此走到了解散边缘。

股权改革成为唯一的救
命稻草

河北足球俱乐部的资金链， 早在赛
季初就已经断裂， 从那时起俱乐部就没

有从投资方那里获得哪怕一分钱的支
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俱乐部不得不通过
出售球员来换取资金，包括外援图雷、马
尔康、保利尼奥以及任航、罗森文等本土
球员先后离队。但即便如此，所获得的资
金也只能满足俱乐部的日常运营所需 ，

根本无法偿付球员薪资。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长时间无法领到薪水， 但河北队球
员们展现出了可贵的职业精神， 杀入中
超争冠组便是最好的证明。

只有支出没有收入， 俱乐部陷入绝
境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而此番导致俱乐
部作出停工休假决定的直接导火索， 是
拖欠了办公场所的水电等费用。 在此之
前， 俱乐部其实也出现过拖欠相关费用
的情况， 但靠着部分管理层、 员工和教
练组成员自掏腰包， 球队的训练、 比赛
和正常办公才勉强维持到今天。 他们的
这种做法甚至感染了部分梯队球员的家
长，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正常参加各项赛
事， 他们也一度凑钱来解决费用问题 。

而这一次， 这些苦撑到今天的局中人都
已无力改变困局。

据悉， 目前能让河北俱乐部起死回
生的唯一救命稻草， 就是正在进行中的

俱乐部股权改革。 根据记者所获得的消
息， 尽管改革方案早已获得了政府部门
的批复， 但相关工作推进却非常缓慢 ，

一直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就在本月中
旬， 河北省体育局和廊坊市体育局还前
往俱乐部进行考察， 但这依然没能改变
俱乐部在十余天后宣布停工。

现在的情况对于河北俱乐部而言其
实很简单， 在距离中超联赛重开还有一
个半月的情况下， 如果有关股权改革的
方案能在这段时间内得以通过并运作 ，

那么河北队就能有惊无险地正常参赛 ，

反之， 则将不得不面对俱乐部丧失中超
参赛资格，进而不得不解散的残酷现实。

河南沧州陕西等队通过
股改走出困境

在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的 《“十
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 中， 明确提到了
“推动职业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 ,完善
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 而在此前发布
的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中 ，

也表示要 “实施政府、 企业、 个人多元
投资”。 实际上就在今年， 多家俱乐部

通过股权改革收获不错的效果。

河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是其中的
一个正面例子。经过半年多推进，建业集
团与郑州发展投资集团 （郑州市财政局
全资子公司）、洛阳旅游发展集团（洛阳
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 三方就股权合作
事宜达成一致， 俱乐部的股权新结构为
“433”，其中郑发集团占四成 ，洛阳旅发
集团占三成，建业占三成。股权交割完成
后，郑发集团向俱乐部委派两名董事，洛
阳旅发集团委派一名董事， 建业集团委
派一名董事， 行业主管部门委派一名董
事，共同决策重大事务。

通过以同样方式走上 “小康之路 ”

的还有沧州雄狮 （原石家庄永昌）。 该
俱乐部目前也已完成股权改革， 由永昌
地产集团公司和沧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沧州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 各
控股 50%。 更重要的是， 沧州市政府对
于全新的雄狮俱乐部非常重视， 一心希
望将其打造成当地的一张名片。 在今年

4 月举行的球队出征仪式上， 沧州市市
委书记以及两位市委副书记到场， 从中
可窥一斑。

此外， 中甲俱乐部陕西长安竞技也

在完成股权改革之后觅得生机。 今年 9

月， 在陕西省政府、 省国资委、 省体育
局共同推动下， 陕西水务集团 （陕西省
国资委控股子公司） 与长安竞技签订控
股战略合作协议 ， 完成对俱乐部的控
股。 至此， 一度长期欠薪的俱乐部有了
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

有俱乐部通过股权改革获得新生 ，

同时也有河北、 重庆、 广州等俱乐部在
相同问题上难获进展， 如何因地制宜地
用好股权改革显然并不简单。 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 ， 中国足球离不开政府的扶
持， 获得政府更多支持、 进而直接参股
的俱乐部运营得更加稳定。 河北队此番
公开生存危机， 有可能是想换一种方式
推动股权改革， 毕竟这是目前唯一能救
助俱乐部的方式。

考虑到河北队今年已抛售了绝大部
分高薪球员， 该俱乐部的开支已经尽可
能压缩 ， 因此一旦股改获得实质性进
展， 俱乐部仍有相当的机会生存下来 。

目前最大的难题反倒是一向在预算方面
“高举高打” 的广州俱乐部， 在其投资
方曝出问题后， 俱乐部方面没有任何动
作， 这才是最危险的信号。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全民体验冰雪魅力 共迎北京冬奥之约
上海举行迎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

履冰踏雪 ， 奥林匹克盛会再度与
中国相约。 随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进
入开幕倒计时 100 天 ， 黄浦江畔 ， 一
场以 “百万市民牵手冰雪 ， 申城逐梦
喜迎冬奥” 为主题的迎冬奥活动 ， 在
东方明珠电视塔下城市广场上演。

作为冰雪运动 “南展西扩东进 ”

战略的 “桥头堡”， 上海将在冬奥会开
幕前的日子里 ， 推出一系列冬季项目
赛事活动， 营造天天有场馆开放 、 周
周有活动、 月月有赛事的迎冬奥氛围，

预计带动 100 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

共同感受冬季项目的魅力。

真雪赛事滨江首秀，引
领申城“冰雪大餐”

在首批公布的 40 余项赛事活动
中， 最受瞩目的重头戏 ， 当属上海自
开埠以来的首场真雪赛事———2021 年
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
海站。 12 月 17 日至 19 日， 杨浦滨江
绿之丘段就将变身银色冰雪世界 ， 见
证越野滑雪健儿为力争取得冬奥会积

分展开激烈竞逐。

本次巡回赛共设八个分站 ， 上海
站是其中唯一的城市景观赛事 ， 对于
在南方地区推广越野滑雪项目具有重
要意义。 举办此次比赛 ， 既是上海助
力北京冬奥会的有力举措 ， 也将成为
“一江一河 ” 发展规划的又一体育范
本， 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 “冰雪
名片”。

引入高水平冰雪赛事与城市景观
完美融合的同时 ， 上海各冰雪场馆 、

冰雪社会组织 、 冰雪示范学校以及传
统学校， 都围绕迎冬奥主题策划了各
具特色的赛事活动 ， 让申城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体验冬季项目 ， 感受冰雪运
动的别样魅力 。 上海体育博物馆则将
从 11 月开始， 在第四展厅开设冰雪主
题临展， 按冬奥历史 、 北京冬奥和上
海冰雪三个单元 ， 介绍冰雪运动在中
国、 在上海的发展轨迹 ， 深度挖掘冬
季运动文化内涵。

为满足市民参与冰雪运动的需求，

上海市体育局还特别推出 “上海冰雪
运动专项消费券 ”， 每日发放金额 2.4

万元， 助力申城体育爱好者上冰上雪，

畅享丰盛的 “冰雪大餐”。

厚植冰雪运动土壤，助
力上海体育发展

100 天迎冬奥主题活动预计带动

100 万人次参与， 数字背后是上海日渐
丰沃的冰雪运动土壤 。 尽管地处鲜少
下雪的江南， 上海却是南方城市中较
早开展冰雪运动的城市之一 。 从零起
步， 加速发展 ， 在推动冰雪运动 “南
展西扩东进” 的过程中 ， 上海起到了
“桥头堡” 的作用。

作为国内唯一举办过短道速滑和
花样滑冰两项世锦赛的城市 ， 上海还
曾举办九届短道速滑世界杯 、 三届中
国杯花样滑冰大奖赛 、 三届上海超级
杯， 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和北京冬
奥会的举办持续贡献 “上海力量”。

截至目前 ， 上海共有冰场 13 块 ，

室内滑雪场所 34 处 ， 冰壶场地三个
（八条道 ）， 分布于 13 个区 、 四所高
校。 全市共开展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

冰球、 速度滑冰 、 冰壶 、 雪车 、 滑雪
等七个冰雪运动项目 。 正在全力备战
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雪车队 ， 就是由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与上海

市体育局联合共建。

从 2018 年开始， 申城参与冰雪运
动的人次呈几何倍数增长 。 即使受到
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全年参与冰雪
运动的人次仍然达到 200 万 。 其中 ，

青少年是参与冰雪运动的主要群体之
一。 全市共有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 ” 39

所、 上海市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
学校 57 所、 全国青少年冰雪特色学校

32 所， 累计举办青少年冰雪赛事 5000

多场次。

“100 天时间里， 我们通过丰富的
赛事活动为北京冬奥会营造氛围 ， 同
时也希望将上海的冰雪文化进一步烘
托， 推动竞技体育 、 全民健身和体育
产业的发展 。” 在迎冬奥主题活动现
场，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表示 ， 得
益于较早起步 ， 上海冰雪运动已有一
定基础 ， 近年来在青少年人才培养 、

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等方面均发展迅
速 。 “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里 ，

冰雪运动都将成为上海体育发展的重
要板块。 我们将把夏奥和冬奥作为一
体两翼中的两个翅膀 ， 共同推动上海
体育事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谷苗

迎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昨天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下举行， 申城市民家门口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