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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0.038毫米：冰壶赛道是如何打造的
本报讯（记者 王琼）为进一

步提升青海冰壶赛事品牌影响
力，以冰壶赛为契机推动“赛事+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3 月 20 日 ，
2024—2025 赛季全国冰壶锦标
赛运动员在紧张的赛事间隙，走
进西宁特色文旅景区，深度感受
青藏高原古城的生态魅力与文
化底蕴。此次活动通过“体育+
文旅”深度融合，为冰雪赛事注
入文化内涵，提升西宁知名度和
美誉度。

运 动 健 儿 走 进 黄 金 海 拔
2200青藏高原康养中心，33间全
景客房与北川河湿地公园4号湖
相映成趣。作为“生态旅游+养
老房产+康养文化”产业模式的
标杆项目，这里不仅配备中藏医
服务体验区，更创新打造康养产
业孵化平台，展现着西宁“以生
态优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实践。

在城中区香水书院，晨钟暮
鼓里藏着西宁 600 年的城市记
忆。这座由明代香水泉遗址蜕
变而来的文化地标，既保留着明
清古建筑群的雄浑风骨，又创新
设置文旅直播间、非遗手作工
坊。在这里，运动员们执毛笔书
写，感受礼乐文明，让 600 年时
光在指尖流转。书院年均举办
文化活动 300 余场，成为市民游
客“触摸历史、对话未来”的精
神家园。

最后一站，运动员们来到了
东城·非遗共富工坊内，13家非遗
项目正演绎着传统技艺的现代传
奇。青绣工坊里，藏族姑娘指尖
翻飞绣出年收入 87 万元的锦绣
篇章；曙光面点传承基地中，河湟
老味道年销售额突破 120 万元。
通过“工坊+培训+居民”模式，这
里已培养非遗传承人 212 名，带
动97人实现家门口就业，让文化
遗产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此次参观活动，不仅让运动
员和裁判员在紧张的赛事之余
得到了放松，更重要的是通过他
们的亲身感受，将青海的自然风
光、康养文化和非遗魅力传播出
去，为推动“赛事 +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提升青海冰壶赛事品牌
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不断以体育
赛事为纽带，持续探索文旅融合
新路径，吸引更多人“跟着赛事
去旅行”。

赛事+文旅

冰壶健儿邂逅魅力西宁

左爽左爽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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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子们，塞奇烘焙带着满满春日诚
意来啦！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轻吻面团，我们
的现烤魔法开启，现烤现卖，热气腾腾，
只为给你最新鲜的春日宠溺。店门轻
启，暖灯摇曳来塞奇，邂逅这一季限定
美味，让舌尖在春光里撒野！各大门店
同步上新，快来尝鲜！

春日现烤系列春日现烤系列

塞奇烘塞奇烘培培 || 春日味蕾奇遇记春日味蕾奇遇记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近期，市公安局
森林警察支队深耕主责主业、采取有力
措施，建立完善“三化联动”工作机制，扎
实推动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
效，全力备战“春分清明”森林防火高危
期。

全面推行生态警长，推动防火责任
“清单化”。研究制定了《全面推行生态警
长制的实施意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
设立、逐级负责”的原则，全面推行市、区
县、乡镇（街道）派出所三级生态警长制。
积极开展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
火案侦破四项主责，协同开展防火宣传、
火案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
处罚四项工作；构建立体巡防布局，抓好
督导检查“常态化”，针对林区“点多面
广”的特点实行片区负责制，采取徒步、警
车巡逻和卡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共出动
警力 470 余人次、出动车辆 180 余台次，持

续对各入山口、人员密集场所、坟茔集中
区域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督导检查，共排
查整治各类火险隐患 16 余处，下达“公安
提示函”7 份，并跟进督导落实整改。同
时，重点针对违规祭祀用火、农事用火等
行为，发现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处
置。目前，共制止各类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20 余起，化解涉林草矛盾 2 起。相较往
年，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和刑事案件数量大
幅下降；坚持宣传教育在前，促进源头防
范“精准化”。积极向毗邻林区单位、村镇
群众等重点群体普及相关知识，鼓励、支
持检举揭发涉火违法犯罪线索。在进山
路口、集中祭祀点等重点部位悬挂森林草
原防火宣传横幅 30 余条，加大提醒警示
力度。联合林业草原、自然资源等部门，
先后前往城东区中惠万达广场、城西区彭
家寨镇等地组织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集
中宣传活动，营造浓厚氛围。

我市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和刑事案件数量大幅下降我市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和刑事案件数量大幅下降

冰壶制冰师们如何将一块普通的水泥地
变成“冰上艺术品”？

误差最大不超过0.038毫米（相当于头发丝
直径的五分之一）的完美冰面是如何制作完成的？

带着这些疑问，3月17日，记者走进青海多
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冰壶馆，去探寻冰壶
赛道制作背后的故事。

18001800平方米冰壶馆冰面平方米冰壶馆冰面：：连续工作连续工作
一个月制作完成一个月制作完成

冰壶比赛对冰面的要求极高，平整度误差
必须控制在 0.038 毫米以内，这需要制冰师具
备极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经验。

明来生，作为世界冰壶联合会认证的制冰
师，已经在制冰领域深耕九年。他带领的团队不
仅在国内多项赛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多次
参与国际大赛的制冰工作，包括冬奥会和世锦赛。

“冰壶赛道的制作并非简单的冰面铺设，而
是一场精细的艺术创作。”明来生介绍，冰壶馆的
制冰过程复杂且耗时，从浇水、喷漆、放线、放图案
到修冰，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精准无误。一个完整
的冰壶馆冰面制作需要连续工作一个月左右，仅
制冰面积就达到1800平方米。在过去的九年里，
明来生及其团队完成了30个冰壶比赛的制冰工
作，累计制冰面积超过54000平方米。

明来生回忆道：“2016年，我第一次接触制
冰工作时，面对的只是一块普通的水泥地。当
时，我跟随加拿大制冰师学习，看着他们将水
泥地变成一块完美的冰壶赛道，我被深深震
撼。”从那时起，他便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制
冰师，并将这项技术带回多巴基地。

制冰师的工作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还需
要超强的体力和耐心。明来生介绍，制作冰壶
赛道的第一步是浇水，制冰师需要在冰面上均
匀地浇出一层薄冰，作为底冰。随后，他们会
在底冰上喷漆，画出赛道的图案和标识，再覆
盖一层薄冰加以固定。这一步骤需要极高的
精确度，因为任何微小的误差都可能导致冰面
不平整，影响比赛结果。

“制冰过程中，水的温度、浇冰的速度、冰
面的厚度，每一个细节都需要严格把控。”明来
生说，仅底冰就需要重复铺设10遍才能达到2
厘米的厚度，而整个冰面的制作过程需要耗费
70多吨水。

冰点冰点：：制冰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之一制冰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之一

明来生介绍，冰壶赛道的制作并非简单的
冰面铺设，而是一场精细的艺术创作。制冰师
需要在冰面上均匀喷洒水珠，形成密密麻麻的
小凸起，专业术语称为“冰点”，这些冰点可以
增加赛道的滑度，方便冰壶滑行和刷冰。打点
过程要求极高，制冰师需身背水箱，一手握喷
头，一手持秒表，双脚均匀交替快速后退，45秒
内完成一次打点。这些冰点的大小、厚度、密
度和温度都会影响比赛结果。

“打点是制冰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之
一。”明来生解释道，冰点的大小和密度需要根
据比赛场地的温度、湿度以及冰面的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如果冰点过大或过密，冰壶的滑行
速度会变快，难以控制；如果冰点过小或过稀，
冰壶则会滑行困难。因此，制冰师需要根据比
赛当天的环境条件，实时调整打点的参数。

除了打点，制冰师还需要对冰面进行多次

修整，确保冰面的平整度和光滑度。比赛期
间，制冰师还需根据冰面温度和滑度的变化进
行实时调整，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明来生
说：“修冰是制冰过程中最考验耐心和细致的
环节。我们使用特制的修冰刀，将冰面修整到
误差不超过0.038毫米的平整度。这相当于头
发丝直径的五分之一，任何微小的误差都可能
影响运动员的表现。”

在比赛期间，制冰师的工作并未结束。他
们需要时刻关注冰面的变化，及时修复冰面的
划痕和磨损。明来生介绍：“运动员的每一次
滑行和冰刷的每一次清扫都可能对冰面造成
微小的破坏。我们需要在比赛间隙迅速修复
这些痕迹，确保冰面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团队成员之间默契的协作是成功的关键团队成员之间默契的协作是成功的关键

明来生的制冰团队共有四人，包括虎跃、
尤奇和张旭。他们分别负责不同的工作内容，
如修冰、打点、铲雪、刮冰点等，共同保障冰壶
比赛的顺利进行。明来生表示，团队成员之间
默契的协作是成功的关键，而通过制冰工作帮
助国家队和青海队在国际和国内取得优异成
绩，也是他们不懈努力的动力。

虎跃是团队中的一员，2016年开始接触冰
壶制冰工作。他回忆道：“第一次看到制冰师在
冰面上操作时，我被深深吸引。制冰不仅是一
项技术工作，更是一门艺术。”虎跃主要负责修
冰和打点工作，他介绍：“修冰时，我们需要用修
冰刀将冰面刮平，再用喷雾器喷洒一层薄冰，填
补刮痕。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专注力和耐心。”

尤奇和张旭则负责铲雪和刮冰点等工作。
尤奇说：“虽然我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
需要极高的精确度。铲雪时，我们不能破坏冰
点，也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否则会影响冰壶的滑
行。”张旭则表示：“刮冰点需要根据比赛的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如果冰点过高，我们需要将其
刮平；如果冰点过低，我们需要重新打点。”

明来生不仅是团队的负责人，也是他们的
师傅。他介绍：“制冰师的工作需要长期的经验
积累和实践。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培养
出了一批优秀的制冰师，他们在国内赛事中表

现出色，也为国际赛事提供了高质量的保障。”

从无到有从无到有：：中国制冰师的成长之路中国制冰师的成长之路

中国在制冰领域的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
得了显著的进步。明来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国际一级制冰师之一，他的成长之路也见证了
中国制冰师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通过不断
学习和实践，明来生及其团队不仅在国内赛事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多次参与国际大赛的
制冰工作，赢得了国际认可。

明来生回忆道：“2016年，国内的制冰师寥寥
无几。当时，我们只能依靠外国专家的帮助。但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冰壶赛
道的制作，并且在国际赛事中获得了认可。”他介
绍，近年来，随着中国冰雪运动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并投身制冰行业。

“制冰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一门艺
术。”明来生说，“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更多人了解冰壶运动，了解制冰师的工作。同
时，我们也希望通过培养更多的制冰师，为中
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贡献力量。”

冰壶制冰师冰壶制冰师：：幕后英雄的坚守与奉献幕后英雄的坚守与奉献

冰壶制冰师们用他们的匠心和执着，在冰
面上雕刻出一件件艺术品。他们不仅为运动
员提供了完美的比赛条件，也为冰壶运动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来生及其团队的故事，
是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无数幕
后工作者默默奉献的生动写照。

明来生表示：“运动员享受的就是冰面，我
们把冰面做得越标准化、越国际化，他们就不
会因为冰面而影响发挥。”

“把水泥地变成冰上国际象棋的精美艺术
品，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熬夜无数而不退缩
的理由。”明来生说，“看到运动员在我们制作的
冰面上取得优异成绩，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在未来，明来生及其团队将继续以匠心为
笔，以冰雪为纸，书写更多属于冰壶运动的精
彩篇章。他们将继续为国内外重大赛事提供
高质量的制冰保障，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金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