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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张家口 2月 9日电 （记者范佳元）9 日，北京冬奥会

北欧两项赛事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迎来

首个比赛日的争夺。21 岁的中国队选手赵嘉文在个人跳台

滑雪标准台+10 公里越野比赛中出场，为中国队实现北欧两

项冬奥会历史首秀。

北欧两项因起源地而得名，比赛内容包括跳台滑雪和越

野滑雪，被认为是最难的雪上项目之一，冬奥会上只设男子比

赛。选手们先进行跳台滑雪比赛，根据比赛名次决定越野滑

雪的出发顺序和间隔时间。

跳台滑雪环节，第九个出场的赵嘉文最终跳出 81 米，得

到 59 分，在 46 名选手中排在第四十二位。在越野滑雪比赛

中，赵嘉文以 33 分 29 秒 8 的成绩完成比赛，最终名次为第四

十三名。

尽管成绩并不突出，但这次冬奥会首秀凝结了赵嘉文的

付出和努力。他 12 岁练习越野滑雪，2016 年跨项练习北欧两

项，2017 年选拔进入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越野滑雪需要耐

力，跳台滑雪需要爆发力，如何将两个项目在一名运动员身上

有机融合，冰雪运动强国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而中国第一

支北欧两项国家训练队伍，从成立到现在仅仅 5 年，差距要怎

么追？需要胆识毅力，更需要艰苦训练。

对于赵嘉文，跳台滑雪曾是他的“短板”。据介绍，跳台滑

雪一个上午最多只能跳 7—8 次，每次在空中飞行时间大概 5 秒

左右。在过去几年里，赵嘉文在风洞等科技手段的帮助下有了

更多训练机会，进步显著，5次队内比赛都拿到了第一名。

坚持和努力定能有所收获。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赵

嘉文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之一，和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格尔·
衣拉木江一起，将火炬嵌入主火炬台。而今站上北欧两项的

冬奥赛场，他已经为项目发展实现了突破。

赵嘉文完成中国队北欧两项冬奥首秀

2 月 9 日，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北欧两

项、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等比赛进行，中

国冰雪运动的努力与进步也展现在人们眼

前——冬奥会北欧两项赛场首次出现中国

队选手身影，年轻选手赵嘉文挑战这个难度

极高的项目；中国队首次实现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项目满额参赛，男、女各 4 名队

员在赛道中“飞舞翻转”。

从谷爱凌、苏翊鸣在雪上项目摘金夺银，

到多个雪上项目的参赛空白被填补，通过举

办北京冬奥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

展。强弱项、补缺项，雪上项目正迎头赶上。

“冰强雪弱”已有改观

在 2月 8日谷爱凌夺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

跳台金牌之前，中国雪上项目的上一枚冬奥金

牌还要追溯到 16 年前。2006 年都灵冬奥会，

韩晓鹏摘得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

在北京冬奥会前，中国队运动员共获得 13枚冬

奥会金牌，来自雪上项目的仅此一枚。

实际上，在冬奥会设项中，雪上项目要

远多于冰上项目。北京冬奥会的 109 个小

项，雪上项目占 76 个，数量超过冰上项目一

倍 还 多 。 多 年 来 ，我 国 冰 雪 运 动“ 冰 强 雪

弱”，但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队选手在雪上

项目展现了富有朝气的冲击力。谷爱凌和

苏翊鸣等 00 后选手，不仅为各自的参赛项

目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在比赛中表

现出自信从容和勇于突破的特质，展示着项

目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和跳台滑雪等项

目，借备战冬奥契机提升实力，通过科技助

力、跨界跨项选材等方式拓展参赛面和参赛

人数规模。最终，越野滑雪和高山滑雪实现

全项目参赛，跳台滑雪则首次实现了男子、

女子选手同时亮相冬奥赛场。

高山滑雪运动员徐铭甫第一次站上速

度赛道时，心里很害怕。经过几年的艰苦训

练，他成功站上了北京冬奥会赛场，“北京冬

奥会为高山滑雪项目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

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相信未来会越走越好。”

越野滑雪选手王强距离创造男子短距

离项目最好成绩只有一步之遥，在比赛中超

越多名种子选手的表现让人惊叹。没能进

入半决赛的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越

野滑雪将会很快崛起。”

后续比赛看点仍足

2 月 13 日，谷爱凌将在自由式滑雪女子

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出场，此后，她还要参

加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比赛。2 月 14 日，苏翊

鸣将转战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他对比

赛很有信心。

在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上，谷

爱凌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爱沙尼亚队的西尔达

鲁。2020 年的洛桑冬青奥会上，谷爱凌在 U
型场地技巧项目和大跳台项目上均摘得金

牌，唯一一枚银牌就是在坡面障碍技巧项目

上输给了西尔达鲁。在 U 型场地技巧项目

中，加拿大队 29岁名将凯茜·夏普是平昌冬奥

会冠军，也是谷爱凌本次比赛的强劲对手。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

中国队将以强大阵容参赛：索契冬奥

会女子银牌得主徐梦桃、平昌冬奥会

女子铜牌得主孔凡钰、平昌冬奥会男子

亚军贾宗洋、以难度著称的齐广璞，均

具有竞争力。在该项目女子组比赛中，

平昌冬奥会冠军、白俄罗斯队选手胡斯

科 娃 ，澳 大 利 亚 队 选 手 皮 尔 都 实 力 强

劲。男子组方面，俄罗斯奥委会队运动

员马克西姆在本赛季参加的 4 站世界杯

比赛中连续夺冠。中国队选手若想取得

佳绩，必须打起精神，奋力拼搏。

2 月 10 日，首次进入冬奥会的空中技

巧混合团体赛将决出冠军，中国队的参赛

选手实力均衡，值得期待。

奥运遗产助力发展

2 月 9 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

大跳台项目决出冠军，首钢滑雪大跳台这座

颇具“工业风”的赛场吸引了世界目光。首

钢滑雪大跳台不仅将在未来成为大跳台项

目的标志性场地，也将成为中国队选手不断

进取的新起点。

一流的场地，将为中国雪上项目的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如今，张家口赛区的崇礼已

建有 7 座滑雪场，共建成 169 条雪道，总长度

162公里，其中 10条高级雪道通过国际认证。

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倪会忠看来，参与此次冬奥会的中国队雪

上项目选手都是宝贵的财富，“这些运动员

就是‘火种’，他们将成为各省份参赛的基础

力量，成为未来的教练员、管理者，并且带动

更多的人来参与冰雪运动”。

相信在谷爱凌、苏翊鸣等优秀运动员的

带动下，会有更多青少年走进滑雪场，踏上

滑雪板。谷爱凌在比赛后说：“中国现在有

3 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数字太让我惊

喜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激励更多人

接触冰雪运动，尤其是年轻人。”

图①：2 月 8 日，王强在越野滑雪男子个

人短距离（自由技术）资格赛中。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图②：2 月 9 日，赵嘉文在北欧两项个

人跳台滑雪标准台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中国队年轻选手摘金夺银，多个项目实现参赛—

雪上项目 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陈晨曦 王 亮 乔 栋

本报北京 2 月 9 日电 （记者陈尚文）在 9 日举行的国际

奥委会、北京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总体

策划部部长李森表示，“绿色办奥”理念贯穿于整个筹办全过

程，北京冬奥会将实现全部碳中和。

李森表示，北京冬奥会践行“绿色办奥”的实践和成果，可

以概括为低碳管理和生态保护。北京冬奥会筹办 6 年多来，

通过低碳场馆、低碳能源、低碳交通、低碳办公等措施，最大程

度减少碳排放，同时采取林业碳汇、企业捐赠等方式实现碳补

偿，从而保障了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

“奥运会是展示创新解决方案的平台。”国际奥委会企业

和可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表示，她曾于 2008 年访问北

京，如今时隔 14 年再次来到北京，她的一大突出感受是，2008
年奥运会场馆经过改造再利用变身“双奥场馆”，这种场馆利

用模式，汇集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的优点，为未来的奥

运会提供了借鉴。

北京冬奥组委——

北京冬奥会将实现全部碳中和

一张稚嫩画作，带来双重惊喜。

当牙买加高山滑雪选手亚历山大打

开北京冬奥组委为运动员准备的背包时，

他惊喜地看到了北京小朋友张柏萱送给

他的一幅画：可爱的“冰墩墩”和“雪容融”

在向他发出邀请。

感动中，亚历山大给张柏萱送去一

份 惊 喜 ，“ 非 常 感 谢 你 的 作 品 ，我 很 喜

欢。也希望你自己能够体验滑雪。”在邮

件中，他这样写道。

2021年，北京冬奥组委向全国中小学

征集画作，作为赠送给前来参赛的各代表

团成员的礼物，活动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孩

子们参加。一张张画作，犹如一个个“漂

流瓶”，不确定会出现在哪名运动员的背

包里。现在，当运动员在发布会上，在冬

奥村的墙壁上，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这些画

作时，原本相隔山海、素不相识的运动员

和孩子们，用对彼此的祝福结下了这份

“冰雪奇缘”。

鼓励和祝福、梦想和希望、拼搏和友

谊……赛场内外，一个个滋味不同而又引

人 入 胜 的 故 事 ，共 同 构 成 了 冬 奥 会 的

光彩。

谷爱凌在拿到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金牌后，特意为女

子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易送去鼓励。因为在花滑团体赛中出现

失误，朱易难免自责，对此谷爱凌说：“失误和压力也是比赛的

一部分。大家都希望她能拿到好成绩，她自己当然是最希望

拿到的。相信大家能理解她，这也是体育精神的体现。”

运动员之间的惺惺相惜，来自都经历过的千锤百炼，来自

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在竞争中获得的那份友谊。

夺得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冠军的挪威选手伯克·鲁德

说：“友谊是运动中一个了不起的部分。我们总是互相交流想

法，并在需要时提供建议。”

用每一场比赛的全力以赴，每一次场上场下的温暖互动，

去诠释卓越、友谊、尊重的奥林匹克价值观，也是在把奥林匹

克运动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间。奥林匹克的这些故事，生

生不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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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男子双人雪橇比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进行。图为中国队组合黄叶波（右）/彭俊越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本报北京 2月 9日电 （记者孙龙飞、刘

硕阳、王亮、李洋、季芳）9 日，北京冬奥会进

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各赛场共产生 6
枚金牌。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

台产生了冬奥会历史首枚金牌，这个项目是本

届冬奥会新增项目，男子选手为赛场带来了新

看点。挪威队小将伯克·鲁德凭借出色的前两

跳成绩提前锁定冠军，他手持挪威国旗完成第

三跳的一幕，将成为冬奥会经典瞬间。美国队

选手科尔比·史蒂文森和瑞典队选手亨里克·
哈劳特分获亚军和季军。

短 道 速 滑 项 目 在 首 都 体 育 馆 展 开 角

逐。男子 1500 米决赛，韩国队选手黄大宪夺

金，加拿大队选手杜博伊斯摘银，俄罗斯奥

委会队选手叶利斯特拉托夫获得铜牌。这

个项目的激烈竞争从 1/4 决赛就已经开始，

匈牙利队选手刘少林以 2 分 09 秒 213 的成绩

打破奥运会纪录。面对各路强手，两名首次

参加冬奥会的中国队小将孙龙和张添翼遗

憾地无缘晋级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任子威也

因犯规未能闯进决赛。“接下来的比赛，希望

尽快调整，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任子威赛后

总结道。

在当晚进行的短道速滑女子 1000 米预

赛中，荷兰队选手舒尔廷以 1 分 27 秒 292 的

成绩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中国队 3 名选

手韩雨桐、曲春雨、张楚桐全部晋级 1/4 决

赛。女子 3000 米接力半决赛，由韩雨桐、曲

春雨、范可新和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

色，以 4 分 04 秒 383 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二，顺

利晋级 A 组决赛。

在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比赛中，美国队

琳赛·雅各贝利斯夺得冠军，法国队克洛艾·特

雷斯珀什和加拿大队梅尔耶塔·奥丁分获亚军

和季军。中国队冯贺以小组排名第四的成绩

止步 1/8 决赛。这是中国队选手首次在冬奥

会中参加该项目。17岁的冯贺此前练习的是

田径短跑，跨项选拔练习单板滑雪项目仅 3年

多的时间。她在评价自己的表现时说：“没有

留下遗憾，希望以后能积累更多比赛经验。”

高 山 滑 雪 决 出 了 女 子 回 转 项 目 的 奖

牌。经过两轮滑行，斯洛伐克队名将佩特

拉·弗洛娃以 1 分 44 秒 98 的总成绩获得冠

军，成为首名夺得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金牌

的斯洛伐克队选手。奥地利队选手卡塔琳

娜·林斯伯格和瑞士队选手温蒂·霍尔德纳

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中国选手孔凡影以 2
分 11 秒 95 的总成绩获得第四十七名，另一

名中国选手倪悦名遗憾未能完成比赛。

双人雪橇项目比赛中，经过两轮滑行，4
枚冬奥金牌得主、德国队组合文德尔/阿尔

特以 1 分 56 秒 554 的成绩夺得冠军，实现了

二人在该项目中的冬奥会三连冠，也收获了

二人各自的第五枚冬奥金牌。中国队组合

黄叶波/彭俊越成为首个参加冬奥会该项目

比赛的中国队组合，最终以 2 分 01 秒 572 的

成绩获得第十七名。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产生历史首金

短道速滑选手创造两项目奥运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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