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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攀岩运动起步较早

在省内，淄博的攀岩运动起
步较早。据资深岩友介绍，2005
年前后，不少淄博人就开始接触
攀岩，这些攀岩爱好者，多是从
户外登山运动爱好者中转化而
来。大家经常在一起登山攀岩，
慢慢沉淀下一批资深岩友，挑战
者岩馆成为他们经常聚会活动
的根据地。每到周末或者闲暇
时间，岩友们便相约来此攀岩。
慢慢地，带动了很多青少年学生
来这里学习、锻炼。

从2016年至今，岩馆负责人
苑海臣等持续经营这家岩馆。
今年10月份，他刚刚对岩馆做了
维护，新购进了200多个岩点，花
费8000多元。从成立至今，岩
馆一直处于不盈利的状态，但他
一直在坚持对岩馆的日常维护、
更新。

淄博攀岩爱好者队伍中，活
跃岩友有十几人。除了自己攀
岩，多位岩友还义务教青少年学
习攀岩。

他们教几百个孩子学攀岩

2016年11月，资深岩友宋
亮（现为淄博市攀岩运动协会副
会长、张店区攀岩运动协会会
长）拿到了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
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的攀岩职
业资格证书。在这前后，他和几
个岩友在青少年当中开展攀岩
教育，周末在挑战者岩馆义务教
孩子们学攀岩。第一期大概有
十几个孩子，至今已经教过二三
百人。

在宋亮的带动下，很多年轻
岩友开始重视自身水平的提高
并积极参加国内相关认证考试。
淄博市持有攀岩运动相关资格
证书的资深岩友，已经从一人发
展到十几人。这些资深岩友投
身于青少年攀岩的启蒙和普及，
以前被普遍认为很危险的攀岩
运动，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参
与者。

2019年，淄博市攀岩运动协
会、张店区攀岩运动协会相继成

立，攀岩爱好者有了自己的民间
组织，他们希望通过协会开展各
种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攀岩
运动中来。

资深岩友数量增长缓慢

事实上，淄博的攀岩运动发
展之路走得很艰难。据介绍，自
2005年至今，资深岩友的队伍增
长缓慢，青少年参与情况也并不
乐观。

“要爬那么高的岩壁，多危
险哪！”11月17日，记者在挑战者
岩馆张店区全民健身运动会攀
岩（攀石）比赛现场，听到一位家
长这样说。比赛组织者们对此
并不意外，对于攀岩运动的危险
性，社会上普遍存在认知偏差。
事实上，正规的室内攀岩场地都
有各种保护措施，如厚厚的地垫
和保护绳索，教练也会教授自我
保护的方法。“攀岩，可能比我们
经常参与的很多运动都要安
全。”淄博市攀岩运动协会会长
孟毓学说，对攀岩运动危险性的
认识偏差，是制约攀岩运动发展
的因素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商业岩馆的
发展情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攀
岩运动的发展水平。淄博目前
室内岩馆只有一个，济南、青岛
等攀岩运动发展较好的城市有
四五个。苑海臣介绍，挑战者岩
馆长年坚持攀岩的会员约有20
人，每年会费800元。会员之外，
还有四五十个4岁-12岁的孩子
在这里攀岩，孩子都是免费的，
甚至连攀岩教练都是免费教他
们。岩馆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苑
海臣自己也不好预计什么时候
能实现收支平衡。作为同样喜
爱攀岩运动的人，他希望有一个
更好一点的岩馆，但好一点的岩
馆对场地高度和面积都有要求，
费用也更高，建成后能不能支撑
下去很是问题。

入奥机遇或成为转折点

攀岩入奥，仿佛给业内注入
一针强心剂。

2016年8月，国际奥委会确
定竞技攀岩成为东京奥运会正
式比赛项目。之后，国家发布了
众多利好政策：2016年11月，体
育总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山地
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其中
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山地
户外运动产业体系，山地户外运
动产业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等
发展目标。此后，《关于推动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
知》《“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
行动方案（2017-2020年）》《体
育总局科教司关于做好2018年
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
学习有关事宜的通知》等文件出
台，多项政策为攀岩运动的发展
带来了利好。

我省体育部门也认真谋划
攀岩项目的发展，2016年12月
成立了山东省攀岩运动协会，系
全国第一家省级攀岩运动协会。
还将攀岩纳入第25届省运会比
赛序列，通过“竞技杠杆”进一步
加速推动项目发展。目前，山东
助推攀岩运动发展已初见成效：
2018年组建了省攀岩专业队
伍；12个市先后成立市级攀岩
运动协会；省比赛参与人数从
两年前的不足200人增加到如
今的400余人；全国比赛成绩稳
步提升；由山东省攀岩运动协
会组织策划主办的各类别攀岩
赛事不断推出。

2019年9月，“全国攀岩特
色学校”授牌暨赛道落成揭幕
仪式在泰安实验中学举行。泰
安实验中学成为山东第一所国
家级攀岩特色学校，预示着山
东攀岩进校园工作迈出了关键
步伐，将为普及推广和人才选
拔奠定基础。

淄博市体育局、体育总会
通过协调教育部门，积极推动
攀岩运动进校园，为攀岩运动
培养后备力量。淄博市攀岩运
动协会会长孟毓学介绍，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目前，齐鲁武校
（临淄）已计划每周开设两节攀
岩课，淄博市攀岩运动协会协
助遴选攀岩教练授课，并将合

力建设“攀岩特色学校”。下一
步，攀岩将走进更多中小学校。

淄博市体育运动学校已成
立了攀岩队，将十几名学生送
去省队参加集训。下一步，学
校还将与淄博市攀岩运动协会
合作建设岩壁，并引进高水平
的攀岩教练。

淄博攀岩小将崭露头角

在淄博市体育局和体育总
会的支持下，5月19日，淄博市
攀岩运动协会发起了淄博市青
少年攀岩队员选拔赛，吸引了
近百名小选手同台竞技。通过
悬垂、横移攀爬、简单线路攀爬
三个项目的综合考评，宗渝洋、
宋佳豪、周朝阳、冯恺文等10余
名小选手通过第一轮测试。市
攀岩运动协会会长孟毓学表
示，选才的目的是组建淄博市
青少年攀岩队。

11月17日,淄博市第九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攀岩比赛在临淄
蹴鞠小镇落下帷幕。7支参赛队
伍主要进行了速度赛的比拼，最
终，青少年攀岩小将毛昱皓、杨
旭硕、郑淋超分获冠亚季军。同
日，张店区全民健身运动会攀岩
（攀石）比赛在淄博挑战者岩馆
举行。胡灵语、宁小知、冯恺文、
孙炜宸等一批年龄在10-15岁
的攀岩小将表现突出。其中，10
岁的胡灵语在11月7日结束的山
东省青年锦标赛上获得女子C
组攀石赛第二名。

有了成绩，就有了说服力。
胡灵语的获奖，吸引了她周围不
少同学和朋友参与到攀岩运动
中。在张店区攀岩比赛现场，孩
子和家长一起参赛的情况并不
少见，有的是家长带孩子来，有
的是家长在孩子的鼓励下参与
攀岩。攀岩运动的社会认知度
和接受度正进一步增强。

青少年是竞技体育的后备
力量。这支后备力量发展起来
之后，将去向哪里？成才的路
径又该如何规划？业内资深人
士认为，这些已成为淄博市攀
岩运动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记者
王晓明 李春梅

12月21日，2019
中国攀岩自然岩壁
系列赛总决赛将在
重庆市奉节县白帝
城迎来收官之战。

事实上，在全国
攀岩界，淄博的自然
岩壁名气不小。国
家级攀岩运动健将、
国家级攀岩定线员、
中国自然岩壁（9a）
最 难 纪 录 保 持
者——— 王清华，曾多
次来淄博攀岩。据
不完全统计，淄博有
两个自然岩场———
博山石马镇岩场、博
山北峪岩场，共有攀
岩 线 100余 条 。其
中，包括国内第一条
以媒体名字命名的
攀岩线路———“鲁中
晨报线”。

自然岩场之外，
淄博本地资深岩友
们还有另外一个活
动场地——— 位于共
青 团 路 的 室 内 岩
馆——— 挑战者岩馆。
这些资深的岩友，和
淄博市为数极少的
室内岩馆，一定程度
上展示了淄博攀岩
运动的发展之路。

2018年12月12日，“鲁中晨报线”正在开线中。开线需要用到
冲击钻、洋镐、锤子、扳手、挂片等工具和器材，淄博资深岩友石秀
把它们挂在腰间，方便随时取用。记者 王兵 摄 资料照片

编者按：2020年即将到来，作为明年奥运会的新晋项目，攀岩将
会收获不同于传统比赛项目的特别关注。

2016年，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确定竞技攀岩成为2020年
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攀岩运动渐渐热了起来。
2019年的攀岩赛事创下了历年来攀岩运动的多个之
最——— 赛事最丰富、参赛人数最多、收获关注最
高……而作为一项集挑战性、技术性、趣味性、观
赏性于一身的新兴运动，攀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人的热爱。

热度之下，淄博的攀岩运动也开始兴起。目
前，这项运动还面临社会认知度低、参与人数少、专
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正在起步发展中的淄博攀岩运
动，如蹒跚学步的孩童，需要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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