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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張家口市以其
獨特的自然環境被譽為
北京的後花園，四季都
可開展旅遊與體育運
動。崇禮縣隸屬張家口

市，距北京僅220公里。
這裡降雪期長，每年達

150 餘天，雪質雪量有保
障；風速適宜，冬季平均氣

溫為-12℃；山地條件優越，坡度
適中，可供旅遊滑雪和競技滑雪面
積達300平方公里。目前共建成4家

國內知名滑雪場，今年年內將增
至5家。按照北京奧申委的
總體規劃，崇禮只需對現
有場地進行改擴建；張家
口的市民對申辦奧運會支
持率非常高，根據法國的益普索調查公司
的民意調查，張家口的民眾支持率達到
99.5%。

張張家口與北京聯合申辦冬季奧運會家口與北京聯合申辦冬季奧運會，，這幾乎已成為在張家口市這幾乎已成為在張家口市
所能聽到的最多的聲音所能聽到的最多的聲音。。而有關申奧的種種猜想而有關申奧的種種猜想，，以及申奧以及申奧

可能給張家口帶來的影響可能給張家口帶來的影響，，也一度令人們對這個塞北重鎮的明天也一度令人們對這個塞北重鎮的明天
充滿了憧憬充滿了憧憬。。

降雪約一米厚 氣溫雪質皆適宜
崇禮萬龍滑雪場的梁女士向記者介紹，隨着崇禮縣第一家雪場

1996年開業後，當地雪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讓這個冰雪小城也
開始熱鬧起來。而萬龍滑雪場於2003年始建，目前擁有22條雪
道，6條纜車，設施可以說非常好，現在每周前來滑雪的愛好者有
四五千人，這個雪季，光季票就賣出去8,000多張。萬龍還擁有全
國難度系數最高的雪道，2005年就有2條雪道通過國際雪聯認證
可以舉辦世界級單項賽事，今年又會再加上4條。目前舉辦的賽事
有國際雪聯積分賽和遠東盃。
對於人們認為冬奧會就應該在比較冷的地方，為什麼像東北那

麼冷的地方反而不適合舉辦冬奧會這個問題，梁女士表示，東北
的氣溫多在零下二三十度，天氣太冷的話，身體就很僵硬，不利
於運動員創造好成績；還有就是，遊客觀眾在看比賽的時候，那
麼冷的天，觀賞幾個小時，受得了嗎？
她續稱，溫度太高也不行，雪上運動，還是要有個冰雪氛圍
吧？對於運動員來說也很危險，因為雪會化，雪質會變差，你看
本屆冬奧會就有運動員因為高溫退賽了。

亞洲一流雪場 日韓隊紛至沓來
對於崇禮的降雪量，梁女士表示，自然雪屬於「粉雪」，比較

鬆軟，適合業餘愛好者但並不適合舉辦奧運比賽。降雪量是一個
基礎，沒有降雪肯定不行，但是還是需要人工造雪，因為奧運比
賽的雪道對濕度、硬度還是有嚴格要求的，這樣運動員才能創造
好的成績。崇禮年降雪量厚度大概有1米，太多了也不行，如果天
天下大雪，也不適合比賽。
梁女士說，崇禮的滑雪場是亞洲一流，你看國家隊還有日韓的
專業隊每年都要來訓練一個月就能說明問題。因為萬龍的雪質對
於這些專業運動員非常適合，尤其是「大回」與「小回」項目，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崇禮能比日韓的雪場早開滑一個月。
對於滑雪運動的危險性，梁女士表示有一定的危險性，滑雪受

傷的基本上都是會滑雪甚至技術很好的，而受傷的主要原因是好
高騖遠，挑戰自己並不能勝任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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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紛呈的第22屆冬奧會昨日在俄羅斯索契閉幕。在另外一個戰

場，隨着中國奧委會宣佈北京-張家口申辦2022年冬奧會，世界

的目光聚焦到河北省張家口崇禮縣。北京申辦冬奧會為什麼選

擇塞北重鎮張家口作為合辦城市？張家口優勢何在？申奧

將給張家口帶來哪些變化？帶着這些問題，本報記者

近日走訪了張家口市和崇禮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崇禮報道

崇禮軟硬件兼備

土生土長的崇禮女孩董曉霞在當地最
大的滑雪運動裝備商店當店長。她酷愛
滑雪，曾是該縣滑雪隊的一名運動員。

滑雪隊解散 運動員夢碎
1996年，崇禮縣第一家雪場開業，而

後成立了第一支滑雪隊，開始從青少年
中培養運動員。2004年，正在讀初二的
董曉霞被選入滑雪隊。身材高挑、身體
協調性極佳的董曉霞當時的訓練的是自
由式滑雪，她說：「那時候，我很認真
練習。在雪季，每天早上8點開始訓
練，除中午吃飯外一直滑到天黑；在夏
季，也是每天一早就開始體能訓練，雖
然吃過很多苦和受過很多傷，但我覺得
很快樂，我想實現自己的夢想。」
隨着水平的提高，董曉霞被看作是崇
禮滑雪的明日之星，但隨之亦驕傲起
來。董曉霞說，那時候總是心想，在崇
禮沒有人比自己滑得更好了，入選國家
隊指日可待。
但隨着崇禮雪場一家家開業，一些東

北人來到這裡開設了滑雪學校。這個時
候，董曉霞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井底之
蛙。她說，有些東北退役運動員來到崇
禮當教練，和他們相比，自感差距太
遠。後來，隨着中國隊、日本隊相繼前
來訓練，比較之下差距就更大，曾有一
度失去信心。
幾年後，由於種種原因，董曉霞所在
的滑雪隊解散了。說到這裡她眼眶濕

潤：「我失去了唯一一次參加全國比賽
的機會」。失去了專業隊，家境並不富
裕的董曉霞就利用課餘時間當起了教
練，並苦練技術，希望能夠實現一個運
動員的夢想。

棄進城打工 追夢返雪山
隨着技術差距越來越遠，無奈下，董

曉霞考進了湖南一所大學。去年畢業後
的她面臨選擇，是留在湖南從事自己所
學專業抑或是像縣裡其他人一樣去大城
市打工。最終，董曉霞還是選擇了回到
這片她所熱愛的雪山。她說，「我無法
割捨對於滑雪運動的熱愛，雖然無法參
加比賽，但我還是可以教人滑雪，讓這
項運動在中國普及，就成了我今後的夢
想。」

堅守滑雪夢堅守滑雪夢
「「退役退役」」健兒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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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了解到，來崇禮學習滑雪的小朋友越來越多，他們當中，
年齡最小的僅5歲。崇禮縣宣傳部施佳生介紹，早在2005年，萬
龍滑雪場開辦了第一期滑雪冬令營。此後，每年雪季萬龍滑雪場
都要舉辦冬令營活動，學員逐年增加，來自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等內地多個城市。
據記者了解，冬令營的教練多是專業隊退役運動員。談到孩子

們，有教練表示，這項運動越早學越好，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滑
雪運動的未來，最大願望就是希望能夠培養出「好苗子」，相信到
2022年，他們當中一定有人取得佳績，甚至成為奧運冠軍。

滑雪愛好者 最小僅5歲

近年中國中東部地區持續
不斷的霧霾天氣，一直困擾
着包括北京、河北等華北地
區，外界因此擔心，空氣質
量問題會影響這次北京和張
家口的冬奧申辦工作。其
實，位於北京西北面的河北
張家口由於位處「風口」，
空氣質量長期位居長江以北
地區城市的首位。
據河北省環境監測中心早前發佈的《2013年度河北省設區城市

空氣質量狀況》數據顯示，張家口去年達標天數達285天，全年
重污染以上天數僅4天。北京奧申委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長許寧更
是在索契指出，張家口的大氣品質在內地長江以北的74個監測城
市名列第一。
距離京城只有200多公里的張家口為何能獨善其身？河北省環

保廳專家解釋，張家口海拔位置相對較高，冷空氣活動頻繁，風
較大且範圍廣，這樣基本上不存在形成大霧的自然條件。
而張家口居民也表示，由於這裡緊鄰內蒙古，是北方冷空氣南

下的「風口」，「大風把髒東西都吹跑了。」而崇禮縣的海拔比
張家口還高，加上當地基本沒有重污染企業，且大力發展綠色農
業，空氣質量更好。

張家口臨「風口」
守住華北最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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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城市適合辦冬奧會？
首先，這個城市既要冷還得有足夠的
雪，但又不能冷到讓人感覺不適。冬奧會
雪上項目規定的極限溫度是零下17攝氏
度；其次，要有足夠的冰上和雪上比賽場
館，尤其是雪上項目，對長度坡度落差等
要求比較嚴格；另外，對舉辦國冬季運動
競技水平，以及群眾對冬季項目的認識、
喜愛以及參與程度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為什麼選擇張家口崇禮？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
赫的會談中亦表示，在中國，冰雪運動不
進山海關。東北曾是中國申辦冬奧會的首
選，但相關國際組織到東北等地滑雪場考

察後認為，冬奧會期間，當地氣溫過於寒
冷，而且雪層上會形成比較厚的冰晶，對
高山滑雪等項目的開展有一定影響。隨後
對張家口等地的滑雪場考察後，獲得了相
關方面的認同。
北京-張家口將與挪威的奧斯陸、哈薩克

斯坦的阿拉木圖、烏克蘭的利沃夫和波蘭
的克拉科夫-亞斯那進行競爭。京張的優勢
在於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和2008年北京奧
運會絕佳的表現；奧斯陸被視為京張最大
競爭對手，其優勢在於冰雪資源及民眾參
與度；阿拉木圖優勢在於成功舉辦過亞冬
會，雪場條件甚至勝過韓國平昌。
今年7月，國際奧委會將確定2022年冬

奧會候選城市，最終舉辦城市將於2015年7
月31日第127次執委會上投票產生。

■■崇禮滑雪場崇禮滑雪場。。本報河北辦傳真本報河北辦傳真

■■隨着中國奧委會宣佈北京隨着中國奧委會宣佈北京--張家口申辦張家口申辦20222022年冬年冬
奧會奧會，，世界的目光聚焦河北張家口崇禮世界的目光聚焦河北張家口崇禮。。圖為滑雪圖為滑雪
愛好者們瀟灑滑行愛好者們瀟灑滑行。。 本報本報河北傳真河北傳真

■瑞典人彭
博對崇禮滑
雪場的條件
豎起了大拇
指。

張帆攝

■■青少年是中國滑雪運動未青少年是中國滑雪運動未
來的希望來的希望。。圖為冬令營的孩圖為冬令營的孩
子們子們。。 本報記者張帆本報記者張帆攝攝

■董曉霞向記者介紹各種滑雪眼鏡的用
途。 本報記者張帆攝

■看到這個雕像就
意味着你已來到冰
雪之都崇禮。

網上圖片

■崇禮的配
套設施日臻
完善。圖為
某 酒 店 環
境。
本報河北

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