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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在黑龙江的广袤大地上，有一个地方，
举办了两次亚冬会雪上赛事、一次世界大
学生冬季运动会雪上赛事，见证了中国滑
雪运动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这
就是亚布力。

2024 年，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迎来
50 岁生日。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亚布力从
一个寂寂无名的林场，华丽转身为享誉国
内外的滑雪旅游胜地，书写着一部震撼人
心的雪上传奇。

场地之变：从山林僻壤到旅游胜地

亚布力，俄语“亚布洛尼”的音译，意为
苹果园，清朝时曾是狩猎场。1974 年，为
满足竞技体育训练需求，黑龙江省体委在
此建造滑雪场。

黑龙江省亚布力体育训练基地办公室
主任陈长鹏说，亚布力雪道从 1980年左右
按国际标准陆续建设，靠承办赛事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

1996 年举办第三届亚冬会时，雪场降
雪稀少，缺雪给雪上项目比赛带来挑战。
为确保赛场达标，组委会发动群众上千人
背雪上山铺垫赛道。

眼下，第九届亚冬会，亚布力雪场再次
成为雪上项目比赛场地，大型造雪设备随
时保障高标准赛道要求，见证我国雪上运
动事业的蓬勃发展。

1996 年毕业后就到亚布力风车山庄

工作的金红兰，在亚布力林业局长大，去年
底退休，在景区滑雪场工作多年。她回忆
说，那时亚布力是偏远林场，去不到 200公
里外的哈尔滨要花 7个小时。

金红兰说，1996 年亚冬会举办，亚布
力风车山庄迎来世界各地的游客。 2009
年，哈尔滨举办第 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
动会，投资者建设运动员村及三座五星级
酒店，大大提升了亚布力的接待能力。

如今，景区发展迅速。森林观光小火
车原用于拉运木材，2018 年改造升级后，
承担起旅游观光任务，穿梭在林间，带游客
走进“童话世界”。

金红兰说：“小时候看到的是木材车，
如今看到的是旅游车，我见证了亚布力从
林场到滑雪胜地 50年的发展变迁。”

这个雪季，亚布力三山联网贯通，形成
长达 5公里、最大落差近千米的雪道群，雪
道难度级别丰富，游客持一张三山联网卡
就能畅滑其中。

亚布力管理委员会文化旅游管理处负
责人杨晓冬说，正在举办的第九届亚冬会提
升了亚布力景区知名度，吸引了不少国外游
客，国内游客主要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据了解，春节期间，度假区接待游客
17.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9%；春节假期
后 日 均 接 待 量 约 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0%。从去年 11月 11日开板至今，累计接
待游客已达 95万人次，单日接待游客最高
纪录为 3.2万人次。

亚布力正向着综合性旅游度假区发
展，精心打造的温泉、雪地熊猫等核心产
品，让度假区“热”了起来。除此之外，亚布
力还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清凉的山水风
光，全力打造避暑胜地。

赛事进阶：从区域赛事到国际盛事

亚布力冬季雪资源存留期长达 170天，
为赛事举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
曾承办国际级赛事数十次，国家级赛事数百
次，见证了无数体育健儿的飒爽英姿。

陈长鹏说，1974 年滑雪场建成后，最

先满足竞技体育训练需求。1991 年，第七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在此举办，亚
布力开始在全国雪上赛事舞台崭露头角。

1996 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雪上
项目在亚布力举办，这是亚布力赛事发展
的里程碑。“因为亚冬会，亚布力的高山场
地、越野场地等通过国际认证，亚布力具备
了举办国际比赛的条件，更多人知晓了亚
布力。”陈长鹏说。

2009年，哈尔滨举办第 24届世界大学
生冬季运动会，吸引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黑龙江省
新建和改造场馆等基础设施，让举办雪上
项目的亚布力硬件设施也得到极大提升。

眼下，亚布力作为第九届亚冬会雪上
项目举办地，再次汇聚全球目光，高山滑
雪、越野滑雪、单板滑雪、冬季两项等项目
在此展开角逐。

为举办本届亚冬会，亚布力景区全方
位升级，雪场、雪道全面升级，车站、公路改
造提升，酒店、民宿翻新，房间数增至 2473
间，可容纳 5000余人住宿。

就在亚布力，8 日上午，在第九届亚冬
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中，
李方慧以 95.25分的成绩夺冠，获得中国代
表团本届赛事首枚金牌。

随着赛程继续，这片“热雪沸腾”的赛
场上，将会成就更多荣耀。

除举办亚冬会外，亚布力还将举办高
山滑雪等专业赛事、黑龙江省中小学生滑
雪比赛等 20余项群众性雪上赛事，为冰雪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全民畅享：从专业竞技到大众狂欢

亚布力雪上运动参与人群的变迁，见
证了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最初，主要是
黑龙江省体委的专业队伍在这里训练。

“2000年左右，滑雪运动在全国兴起。”
陈长鹏说，那时来亚布力滑雪的多是学生，
雪场出租运动队淘汰的进口器材。如今，滑
雪爱好者自备装备随处可见，器材不断更新
换代，滑雪已不再只是专业人士的运动。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和慧杰说，
今年 1 月以来，游客量同比增长约 20%。
有的孩子穿着“尿不湿”就来滑雪，年龄最
大的“发烧友”已 75岁。

在雪道上，滑雪者们或是风驰电掣，感受
速度与激情；或是悠然滑行，享受冬日宁静。

“我和朋友说我来亚布力滑雪，他们都
很羡慕，也想来。”四川游客李治江说。“今
天摔了七跤，有点疼，但这是很难忘的经
历，在亚布力滑雪感觉很棒。”江苏游客邵
南翔笑着说。

滑雪教练张磊从 19岁开始滑雪，全家
都是滑雪爱好者。“当滑雪教练收入不错，
还能结识各地朋友，我很乐意把爱好变成
职业。”张磊说。

旅游带动了亚布力周边农村文旅产业
发展。很多农民在冬季都有了滑雪教练这
个“季节性”身份，滑雪场附近农村的农家
乐生意火爆。亚布力人真正感受到了“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我们村里有上百家民宿，村民以前靠
种地为生，现在借着雪上旅游的东风，吃上
了旅游饭。”亚布力镇青山村农家乐经营者
宋文丽说。

“目前我们为退役运动员、校企合作的
体育专业大学生以及当地村民提供滑雪教
练培训，学员通过考试获得国家颁发的证
书，便可成为滑雪教练。”亚布力阳光度假
村山地运动学院总监王洋说，近年来，他们
每年培养滑雪教练上千人。

亚布力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克帅表示，亚
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成立 50年后第二次举办亚冬会，将抓住
政策叠加机遇，积极承办高水平雪上赛事，
加快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丰富产品供给，提
升游客体验，多措并举激发冰雪经济活力。

50 年间，从穷乡僻壤到旅游胜地，从
省赛舞台到国际盛会的焦点，从专业运动
员的专属天地到全民参与的运动热潮……
亚布力踏雪逐光，书写着辉煌篇章。未来
可期，亚布力将扬帆起航，续写传奇。

（新华社哈尔滨 2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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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2月 6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
士逝世，享年 99 岁。从青丝到白发，他将
生命融入深海铸剑伟业，用沉默的誓言守
护山河无恙，将名字刻入中华民族的深海
传奇。《于无声处：黄旭华传》是由王艳明和
肖元合著的，全书以时间为轴，用朴素的笔
触、严谨的叙事、生动的语言，再现黄旭华
的人生和学术的发展历程，还原我国核潜
艇事业的发展历史，刻画和展示出一个为
国家奉献一生的科学家和共产党员的光辉
形象。

“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
从怀揣医者梦、立下深海志到实现报国愿，

该书前四章生动呈现了黄旭华从求学到与
核潜艇结缘的人生旅程，并追索其精神品
德之源、志向改变之因、走向深潜之机等
等。他的志向并非凭空而来，受到家庭氛
围的熏陶，黄旭华在少年时期的梦想，是成
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而当时动荡的时
局和国家的现状，让在炮火中辗转求学的
他，像孙中山、鲁迅一样改变了志向，奠定
了一生的起点。1944 年，黄旭华以第一名
的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成为造船
系的学生，立志要“科学救国”。在大学校
园里，他努力学习、积极进步，参加学生社
团“山茶社”开展学生运动，在惊心动魄的
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
党党员，他在入党誓言中写道“（党）无论需
要我怎样流（血），我都会直到把血流光为
止。”大学毕业后，他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工
作，并与妻子李世英结下良缘。1958 年，
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项目，黄旭华接到一
纸调令，去从事研制核潜艇的绝密工作，从
此“人间蒸发”30年。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是我们自
己干出来的。”该书第五、六章作者以我国核
潜艇研制历史为坐标，重现国之利器核潜艇

玉汝于成的研发经历，饱含深情地赞颂了黄
旭华在惊涛骇浪中创造的不朽功勋。面对
苏联撤援、西方封锁的困境，他作为副总工
程师，和研制团队连核潜艇的模型都没见
过，更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一切只能靠自己
摸索。电视剧《功勋》曾还原一个真实场景：
一次偶然机会，他们拆解一个国外带回的核
潜艇玩具模型，竟发现其结构与设计图纸不
谋而合，由此坚定了自主攻关的信心。国内
没有计算机，他们用算盘和计算尺完成数以
万计的数据核算。为确保潜艇重心平衡，他
们将每个零件，乃至边角余料都过磅称重，
实现数千吨核潜艇的精准配平，先后突破核
潜艇最关键、最重大的七项技术。在这个过
程中，作为总工程师的黄旭华总能在困境中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带领团队一步步突破
技术难关。1970年底，中国首艘攻击型核潜
艇“长征一号”下水，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
有核潜艇的国家，辽阔海疆从此有了“水下
移动长城”。

“一个人活着干什么？就是要忠诚于党
和国家，忠诚于人民。”黄旭华的铮铮誓言犹
如深海里的核潜艇，潜藏深海，但有无穷的
力量。30年间，他远离家乡和亲人，连父亲

去世时，都因工作需要而无法尽孝，“忠孝难
两全，对国家的忠即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正
是深沉的爱国情怀支撑他走过一个又一个
艰难的日子。1988年，中国核潜艇首次极限
深潜试验启动，年过花甲的黄旭华毅然登
艇，成为世界上首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
总设计师。中国人民海军潜艇史上首个深
潜纪录诞生后，黄旭华挥毫写下“花甲之年，
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功成名就
后，这位“深潜者”依然保持着科研工作者的
纯粹，希望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下”，在获
得“共和国勋章”时，他反复强调：“荣誉不属
于我个人，核潜艇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黄旭
华十分重视培养科研人才，“愿意当‘场外指
导’，不当教练，放手让他们去干，大胆去干。”
多年来他将个人所获奖金逾 2000万元，几乎
全部捐献出来，并设立科技创新奖励基金，
激励青年科技人才。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于无声处：黄旭
华传》还原了黄旭华默默地为国家的安全
保驾护航、奉献一生的传奇经历。他的精
神如不灭的灯塔，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
的科研工作者砥砺前行，照亮中国科技强
国的未来航程。

2月 10日，中国选手葛春宇在比赛中。当日，第九届亚冬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在亚布力举行。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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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铸剑 此生许国
——读《于无声处：黄旭华传》

李 钊

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首站：

跳高名将张国伟复出夺冠

新华社成都 2月 10 日电 为期两天的 2025年全国室
内田径大奖赛（第 1 站）10 日在四川成都开赛。首日比
赛中，阔别专业田径赛场近 5年的跳高名将张国伟在复
出后的首场正式比赛中收获冠军。

现年 33 岁的张国伟曾经在 2015 年北京世界田径
锦标赛上摘得银牌，个人最好成绩达到 2 米 38，距离
名宿朱建华保持的 2 米 39 的全国纪录仅 1 厘米。2020
年 4 月，张国伟宣布退役。此次复出他代表天津队参
赛。当日比赛中，久别赛场的张国伟赢得非常轻松，
他在 1 米 95、2 米、2 米 10 和 2 米 15 四个高度上都是一
跳过杆；在 2 米 20 的高度上他第二次试跳成功，此时
张国伟已锁定冠军。随后他又跳过 2 米 24 的高度，在
挑战 2 米 28 时三跳失败。

山 东 队 的 段 玉 航 和 四 川 队 的 陈 龙 以 2 米 15 的 成
绩 并 列 第 二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同 为 33 岁 、个 人 最 好
成绩 2 米 34 的雅加达亚运会冠军王宇同样在本场比
赛中复出，他也跳过 2 米 15 的高度，但因过杆率劣势
排名第五。

其 他 项 目 中 ，广 西 队 的 邓 信 锐 以 6 秒 57 的 个 人
最 好 成 绩 获 得 男 子 60 米 冠 军 。 广 东 名 将 梁 小 静 以 7
秒 24 的 成 绩 在 女 子 60 米 比 赛 中 折 桂 。 四 川 队 的 跨
栏 名 将 吴 艳 妮 也 参 加 了 60 米 比 赛 ，并 且 跑 出 7 秒 64
的 个 人 最 好 成 绩 。 女 子 400 米 冠 军 归 属 广 东 队 的 莫
家 蝶 ，成 绩 是 53 秒 90，河 北 队 的 韦 昕 宇 以 8 米 13 获
得男子跳远冠军。

根据中国田径协会日前发布的 2025 年全国田径赛
事赛历，今年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共设四站。下一站比
赛将于 2月 14日至 15日在陕西西安举行。

中国队包揽单板滑雪大跳台

男女冠亚军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0 日电（记者杨帆 卢星吉）10
日，中国队在哈尔滨亚冬会亚布力赛区迎来大丰收。单
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上，熊诗芮和张小楠分获女子冠亚
军，杨文龙和姜鑫杰摘得男子金银牌。

该项目共分 3 轮进行，取分数最高的两轮成绩合计
为总成绩。当天女子组和男子组比赛交替进行，此前在
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包揽金银牌的张小楠和熊诗芮率
先登场，男子方面杨文龙、姜鑫杰、刘昊宇、葛春宇四人
代表中国队出战。

首轮张小楠和熊诗芮确立了微弱领先优势，第二轮
决定了冠军归属：熊诗芮 88.25分领跑全场，日本和韩国
选手落地时先后摔倒；张小楠发挥稳定，一只脚也站上
了领奖台。

决胜轮中，第四个出场的日本小将石本铃花只跳出
了 61.75 分，这让第五个出场的熊诗芮以总分 164.00 分
提前锁定金牌。最终张小楠以 156.75分收获银牌，石本
铃花 134.50分摘得铜牌。

赛后熊诗芮说：“在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之后，在训练
和心态上都进行了调整。今天天气很好，赛前公开训练
每一趟我都充分进行活动，比赛是按照既定安排进行
的，所以今天会有一个好结果。”

男子方面，无缘坡面障碍技巧奖牌的杨文龙全力出
击，首轮他以一套高难度动作轰出 95.50分，第二轮凭借
高质量的表现拿到 85.00分锁定胜局。第三轮他仍在突
破自己，拿到了 97.75分的全场最高分，以总分 193.25分
强势夺冠。

面对韩国选手康东宪的顽强追击，姜鑫杰在第二
轮过后只有微弱领先优势。尽管第三轮姜鑫杰出现失
误，但康东宪表现不佳，也未能抹掉分差。最终姜鑫
杰、康东宪分别以 160.25 和 158.75 分获亚军和季军。

赛后杨文龙说：“之前的比赛挺遗憾的，我觉得自
己能够做到更好，所以今天的比赛不会再留遗憾。这
个赛季我的整体状态在往上走，这也是由于国家队现
在的团队特别好，比赛和训练安排得很好，所以大家
都在进步。”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

孙颖莎夺魁，林诗栋“三冠”

新华社新加坡 2 月 9 日电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 9 日进行了单打决赛。世界排
名第一的孙颖莎以 4:1 击败蒯曼，继 2023 年之后再次在
该项赛事女单项目上问鼎。林诗栋以 4:2 战胜梁靖崑，
将男单冠军收入囊中。

前 一 个 比 赛 日 结 束 后 ，国 乒 提 前 包 揽 本 站 赛 事
五 项 冠 军 。 面 对 首 次 打 入 大 满 贯 赛 单 打 决 赛 的 蒯
曼 ，孙 颖 莎 以 11:8 先 下 一 城 。 在 蒯 曼 以 11:9 扳 平 局
分 后 ，孙 颖 莎 完 全 掌 控 住 了 场 上 局 面 ；她 以 11:7、11:
5、11:6 连 胜 三 局 ，大 比 分 4:1 夺 冠 。 这 是 孙 颖 莎 的 第
三个 WTT 大满贯赛单打冠军，也是她第 14 个 WTT 系
列赛事单打冠军。

孙颖莎表示，非常开心能在 2025 年开一个好头；面
对熟悉的对手，自己首先立足于拼。“赛前会想到这是一
场非常艰苦的比赛，蒯曼近期的状态和实力都有很大提
高，自己还是专注于每一分。”她说。

男单决赛中，林诗栋与梁靖崑在前四局战成平手。
此后林诗栋以 11:3、11:2 再胜两局，大比分 4:2 取胜。加
上混双和男双冠军，林诗栋成为本站赛事“三冠王”。

“没想到自己能够拿到三项冠军，也非常不容易，毕
竟兼项有一定难度。这次自己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是精
力分配比较合理。”林诗栋说。

凭借当天的冠军，林诗栋将在下周登顶男单世界第
一。对此他表示，世界第一只是一个称号，还是要在之
后一系列比赛中完善自己，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球。

下一项 WTT系列赛事将是 3月 11日至 16日进行的
重庆冠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