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道呈陡坡状而下，选手脚

踏双板，高速滑降、腾空飞跃、闪

展腾挪……自由式滑雪，结合高

山滑雪娴熟的技术和空中技巧华

丽 的 动 作 ，注 重 艺 术 性 和 完 成

度。1979 年，这项运动成为国际

滑雪联合会正式承认的雪上竞技

项目；1988 年，加拿大卡尔加里，

作为表演项目首次亮相冬奥会；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成为冬

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共设 15

个分项，自由式滑雪为其中之一，

又细分为个人空中技巧、雪上技

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

巧、障碍追逐和大跳台以及空中

技巧混合团体等小项。其中，大

跳台比赛将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

大跳台进行，其余小项在张家口

赛区云顶滑雪公园角逐，共将产

生 13 块金牌。

中国自由式滑雪在个人空中

技巧小项上发展较好：李妮娜在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上荣获女子三

连冠，韩晓鹏在 2006 年都灵冬奥

会上实现雪上项目金牌“零的突

破”，徐梦桃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

上两次夺得年度总冠军，齐广璞

则两次获得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年

度总冠军和世锦赛冠军。而今，

在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

和大跳台的赛场上，17 岁的谷爱

凌、18 岁的张可欣等年轻选手成

长起来，为中国自由式滑雪注入

新生力量。

（本报记者 高 佶整理）

自由式滑雪，看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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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南北纵列，

怒江奔涌其间，行至云南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北部，江面陡然收窄，浪高滩

险。此处为老虎跳峡谷，有“怒江第

一险滩”之称，在国际极限漂流界享

有盛名。过去，“五山夹四江”的怒江

州，因困而贫问题突出。近些年，脱

贫 攻 坚 持 续 投 入 ，交 通 条 件 日 益 改

善，曾经的“山高水长”，如今成为开

展皮划艇等户外运动的“得天独厚”。

在山地面积近九成的云南，六大

水系造就了山高水长的自然环境，受

益于此的不只怒江州皮划艇漂流，东

川的汽车拉力赛、昭通的滑翔伞等专

业性较强的户外运动方兴未艾；洱海

之畔的大理、高黎贡山间的保山，马

拉松、徒步等适宜大众参与的户外活

动也蓬勃开展。

从全面小康到全民健康，生活品

质的提高、健康观念的转变，让越来

越多人开始了解、参与户外运动。“火

起 来 ”的 赛 事 活 动 ，为 当 地 发 展“ 体

育+”夯实群众基础。越来越多的地

方意识到：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除了湛蓝的天空、诱人

的美食、独特的建筑，还可以是体育赛事活动；通过挖掘

自身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打造赛事活

动品牌，可以让区域发展的内涵更为多元、更具活力。

办好体育赛事活动，提升当地发展活力，不仅要叫

响体育品牌，更要做好公共服务。赛事活动的举办，参

赛选手、观赛群众的到来，对配套建设和服务升级提出

更高要求：既要保障选手的参赛需求、服务观众的旅游

需求，还要将办赛和吃住行游购娱做通盘考虑、将独特

地域文化与自然风光融入办赛、参赛、观赛全过程。如

此，才能叫座又叫好。

峡谷幽静深邃，江水咆哮奔腾，怒江上原本没有渡

船，过江曾经仅靠溜索。而今，数十座各类桥梁连接两

岸，保障人们过江通行，尚存的几条溜索也已改为钢丝

构造，成了旅游项目。当江面上运动员奋楫，江岸上观

者如市，欢呼声随着皮划艇逐浪向前……原生态的高

山、深谷、飞瀑、江流，就融入体育品牌、旅游形象，为区

域发展添上一股独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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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好 体 育 赛 事 活
动，提升当地发展活力，
不仅要叫响体育品牌，
更要做好公共服务

谷爱凌每次出场，似乎都在创

造历史。在近日结束的 2021 年自

由式滑雪世锦赛上，17 岁的中国

小将带伤出战，首次参赛就获得 2
金 1 铜；在 1 月底举行的世界极限

运动会上，她同样夺得 2 金 1 铜，成

为赛事历史上第一位首秀如此出

色的运动员。

“无论做什么，都希望做到最

好。”谷爱凌将热情和理想倾注于滑

雪运动。按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规

定已经拿到一张“门票”的谷爱凌为

了备战，调整了进入大学的时间，在

追逐“最好的自己”这条“赛道”上一

往无前：“能够走上冬奥会的舞台，

吸引更多青少年关注和参与滑雪，

我觉得超级幸运。”

“上雪场要滑
出自己的范儿”

北京时间 3 月 22 日凌晨，自由

式滑雪世界杯美国阿斯本站结束

U 型场地较量。预赛排名第一的

谷爱凌在赛前训练中伤到肩膀，无

奈退出决赛争夺。“伤情不是很严

重，但我希望自己能保证安全，避

免出现更多伤病。”

此 前 ，谷 爱 凌 一 直 在 带 伤 作

战。在一个月前的训练中，她不慎

受 伤 ，右 手 骨 折 、大 拇 指 韧 带 撕

裂。大赛在即，倔强的谷爱凌并没

有放弃，决定“先比赛，后手术”，在

随后的世锦赛和世界杯分站赛上

均有出场，还在自己的世锦赛首秀

中拿下 2 金 1 铜。“能够顶住压力，

克服困难，完成想要的所有动作，

让我更有信心。”

连续的高强度作战，最终还是

让谷爱凌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因为新的伤情不得不提前休息，但

运动惯了，她不愿就此闲下来：“未

来将会有 6 周不能滑雪，我估计会

利用养伤的时间跑个马拉松。”

谷爱凌是个运动达人，乐于尝

试“好玩的事情”，跑步、骑马、攀岩、

篮球都是她的兴趣所在，不过最爱

的还是滑雪：“滑雪是很好玩的事，

非常有创造性，上雪场要滑出自己

的范儿。”即使已经是职业滑雪运动

员，谷爱凌依然可以从每天的训练

中找到乐趣：“如果能做出新动作，

分数就会很高，我非常喜欢通过这

项运动展示自己。”

自 2019 年 6 月正式代表中国

队参赛以来，谷爱凌取得了多项优

异成绩：2020 年，在洛桑冬青奥会

和世界杯卡尔加里站上，均夺得 2
金；2021 年，又在世界极限运动会

和世锦赛的首次亮相中，连续拿下

2 金 1 铜……人们说她是“天才选

手”，她却认为自己能取得好成绩，

努 力 占 了 99% ，而 天 赋 只 占 1% 。

一个动作感觉不对，就扛起雪板爬

上赛道重复几十次；手部受了伤，

就抛掉雪杖，从头开始找回“空中

飞翔”的感觉。

“即使没有比赛，我也要去滑

雪。”因为热爱而努力，追梦的过程

纵有挫折，谷爱凌甘之如饴。

“不仅仅是一
名滑雪运动员”

谷爱凌的滑雪天赋或许来自

做过滑雪教练的妈妈。3 岁起，谷

爱凌就经常跟着妈妈上雪场，很快

就会“自创”一些转体动作。9 岁，

她 拿 到 所 在 年 龄 组 的 第 一 名 ；14
岁，已经获得了约 50 个冠军。“对

于滑雪，我有用不完的热情。”

“最初滑雪是因为喜欢，然后

开始比赛、获胜，这让我更喜欢它，

就会接着去努力。”谷爱凌说，在接

受专业滑雪训练之初，妈妈并不赞

同，“但后来她发现我特别热爱这

项 运 动 ，知 道 滑 雪 给 我 带 来 了 快

乐，又变得非常支持。”

从家到训练场需要 4 小时车

程，妈妈带着谷爱凌在家、学校和

训练场之间“三点一线”切换。“我

学 会 了 在 车 上 写 作 业 、睡 觉 、吃

饭”，谷爱凌说，训练的奔波并没有

影响她的学业，反而让她格外珍惜

时间，“上学的时候就该好好学习，

滑雪的时候就会好好享受滑雪。”

保持热爱与专注，是谷爱凌不

断突破“天花板”的秘诀，这背后饱

含努力和自律。不过，谷爱凌希望

人们对她的印象“不仅仅是一名滑

雪运动员”：她考上理想的大学，为

时尚杂志拍摄照片，在社交媒体分

享心得，用“有趣”的经历丰富自己

的生活，也在不断拓展人生的边界。

关于未来，谷爱凌不想给自己

设限：“不管做什么，我都会做自己

特别喜欢的事，每天早晨起来，都

会因为这些事而充满动力。”

“想要夺得北
京冬奥会冠军”

参加冬奥会，是谷爱凌深埋心

底许久的梦想。“八九岁时，我刚加

入 一 个 滑 雪 队 ，是 里 面 唯 一 的 女

孩。我回家就对妈妈说，我想去冬

奥会。”冬奥梦的种子彼时萌芽，谷

爱凌得到了来自家庭的坚定支持。

为了专心备战北京冬奥会，谷

爱凌提前完成高中学业，又将大学

入学时间延后一年，全身心投入训

练，成绩突飞猛进。根据北京冬奥

会参赛资格规定，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需要在奥运资格周期至少参加

一站世界杯赛，拿到 50 积分，排名

国际雪联前 30 名。谷爱凌凭借在

世锦赛上的出色发挥，以远超“标

准线”的成绩拿到了北京冬奥会的

“门票”。

能够作为东道主选手参加北

京冬奥会，她非常兴奋：“想要夺得

北京冬奥会冠军，那是这项运动的

最高荣誉，也将是对我所有付出的

最好奖励。”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谷爱凌

还希望能用自己的表现影响更多

人，成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一分子，鼓励人们特别是青

少年参与滑雪运动。“希望等到我

回忆人生时，能听到有人是因为我

而喜欢滑雪，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生

活方式，这会特别有意义。”

当下，谷爱凌打算先养好伤，

为北京冬奥会做充分准备。想要

赢得冬奥冠军并不容易，她明白自

己必须着眼当下、竭尽全力，“做每

一天最好的自己”，自然而然就会

离目标更近。

梦想的舞台就在前方，乐观、

坚强的姑娘执着向前。

上图：谷爱凌在世界极限运动

会赛后展示奖牌。 新华社发

17岁的自由式滑雪女将谷爱凌——

不断突破“天花板”
本报记者 季 芳

核心阅读

17岁的自由式滑
雪女将谷爱凌近来在
国际赛场表现抢眼，
带伤出战接连斩获金
牌。从小就种下“冬
奥梦”的她，将热情和
理想倾注于滑雪运
动。为了备战北京冬
奥会、实现夺冠梦想，
谷爱凌在追逐“最好
的自己”这条“赛道”
上一往无前。

■体坛新秀在成长R

本报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郑轶）2021 年世界女子围

棋最强战决赛 24 日通过网络战罢，中国棋手於之莹执黑中盘

击败韩国棋手崔精，连续第三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

世界女子围棋最强战此前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举办两届，

於之莹两度夺冠，2020 年赛事停办一届。本次比赛 8 名参赛

棋手中，只有於之莹一名中国队棋手。她连续击败日本棋手

藤泽里菜和向井千瑛，与崔精在决赛相遇。

作为中、韩女子围棋目前的最强选手，於之莹和崔精已是

老对手，两人在各种比赛中交手近 40 次，经常出现一方连胜

后又连败的局面。首届世界女子围棋最强战，於之莹半决赛

淘汰崔精；第二届比赛，她又在决赛中击败崔精实现卫冕。不

过，本次比赛之前，外界并不看好於之莹。尽管她曾创造女子

围甲跨赛季 32 连胜的佳绩，但近两年状态有所下滑。 2019
年，於之莹对崔精一度陷入六连败。相较之下，崔精在国际赛

场曾击败时越、辜梓豪等中国男子世界冠军。

两位女子顶尖高手此次再度碰面，布局阶段平稳行进，双

方着法颇具复古之风。中盘右边实战中，崔精的判断出现问

题，黑棋获利良多，逐渐占据优势。读秒阶段，崔精极力挽回

颓势，但此前错进错出不少，最终弈至 219 手，无奈投子认负。

於之莹达成世界女子围棋最强战三连冠，且每一届比赛

都直接击败过崔精，彰显了冠军的含金量。在女子围棋界，韩

国女棋手前几年在国际赛场势头强劲，但去年的吴清源杯中

国女将首次包揽四强。其中，2002 年出生的周泓余力克於之

莹夺冠，表明中国新一代女棋手已经成长起来。

世界女子围棋最强战

於之莹达成三连冠

本报南京 3月 24日电 （记者白光迪）江苏省体育局、教

育厅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发挥好江苏体育和教育资源优势，深化

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预计

到 2025 年，江苏省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将得到稳步提升，青

少年学生普遍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

率达 95%以上。

江苏以体教融合促青少年健康发展
本报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

范佳元）24 日，2020—2021 赛季中

职篮常规赛第四阶段比赛在浙江

诸暨开启，广东队以 94∶89 战胜北

京队，广州队以 124∶109 击败同曦

队。其中，广东队与北京队的比赛

吸 引 了 近 800 名 观 众 购 票 入 场 观

赛。根据中职篮联盟介绍，继日前

全明星周末首次开放观众入场后，

常规赛第四阶段部分场次和季后

赛全部场次按计划将逐渐适度开

放观众现场观赛，售票比例不超过

观众席容量 50%。

本赛季联赛常规赛安排在暨

阳学院体育馆和海亮教育园体育

馆两个场馆进行。暨阳学院体育

馆 容 量 较 大 ，约 有 4000 个 看 台 座

位，具备较好的开放条件，而海亮

教育园体育馆的比赛将继续空场

进行。目前计划开放观众的场次

为常规赛第四阶段周一至周五晚

上的比赛、周末下午和晚上的比赛

以及季后赛全部场次的比赛。

为保证赛事安全平稳运行，对

观众开放的坐席比例将分为 3 个阶

段逐步提升。第一阶段从 3 月 24
日到 4 月 2 日，进场观赛人员控制

在 800 人以内；第二阶段从 4 月 3 日

到 4 月 13 日，进场观赛人员控制在

1200 人以内；第三阶段为季后赛，

从 4 月 16 日到 5 月 1 日，进场观赛

人员控制在 2000 人以内。

与全明星周末一样，在诸暨开

放的比赛门票也将采用网络购票

形式。球迷购票时，将根据“一票

一证一座”实名制观赛规则，选取

相关场次后，须根据场次信息，同

步 填 写 观 看 人 的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本人手机号。观赛过程中要求

全 程 佩 戴 口 罩 、严 格 按 座 位 号 入

座，禁止在场内随意走动。

另外，中职篮联盟提醒球迷的

注意事项有：进口冷链食品、口岸

直接接触进口货物、隔离场所、交

通运输工具等相关从业人员，除了

要做好体温测量、健康码核验、规

范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外，还须持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入

场观赛。

上图：3 月 24 日，北京队球员

刘晓宇（左）在比赛中。中职篮常

规赛第四阶段当日开赛，广东队以

94∶89 战胜北京队，刘晓宇拿到全

场最高的 22 分。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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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4日电 （记者李洋）24 日，2020—2021 赛

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国家体育

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结束。北京男排以 3∶0 战胜浙江男排，携

八连胜之势晋级决赛。“全华班”的上海男排随后同样以 3∶0 击

败拥有双外援的江苏男排，与老对手北京男排“相约”决赛。

本赛季，北京男排引进了伊朗二传马鲁夫和塞尔维亚主

攻科瓦切维奇，球队攻防两端都有明显提升，至今保持全胜。

而上海男排上赛季已经实现联赛 16 冠，如果再夺冠将继续刷

新中国排坛的历史。3 月 25 日至 26 日，两队将进行两回合冠

军争夺战，江苏队将与浙江队争夺铜牌。

男子排超决赛

北京队对阵上海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