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冲过终点线

的一瞬，24 岁的高亭宇在观众

眼中，好似一道闪电。500 米的距离，用时 34
秒 32，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了！欢呼声中，

高亭宇继续平静地滑行着。此时，还有 8 组

选手没有出场。

全场观众屏息等待，随着一个个选手完

成比赛，没人能超越这个成绩。赢了！赛场

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激昂旋律，高亭宇高举

国旗绕场狂奔。仰面长啸后，他悄悄擦了擦

眼角的泪水。

2 月 12 日，开赛以来纪录频出的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定格下载入史册的荣耀时刻：

高亭宇勇夺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

冠军，为中国男子速度滑冰实现冬奥金牌零

的突破。

这枚沉甸甸的金牌，从 1980 年普莱西德

湖冬奥会算起，几代速滑人足足等了 42 年。

2018 年平昌冬奥会，正是高亭宇拿下一枚突

破性的 500 米铜牌，掀开了中国男子速滑的

崭新篇章。当时的他踌躇满志：“4 年后，我

要把奖牌换个颜色。”现在，他真的做到了。

速度滑冰项

目是选手与时间的较量。过往多

年，每天陪伴高亭宇入睡的，是脑海中一遍遍

的滑行画面。从 8 岁开始练习滑冰，他将全

部精力投入这项运动。强大的自律背后，是

对梦想的渴望与追求。

这个生活中慢性子的小伙，成了中国速

滑队的“急先锋”。出色的身体素质、惊人的

爆发力，让高亭宇在短距离项目迅速脱颖而

出，年纪轻轻就跻身世界顶尖之列。平昌冬

奥会后，处于运动生涯上升期的他被寄予厚

望，扛起了中国速滑继续突破的大旗。

然而，总有挑战和考验等待着高亭宇。

北京冬奥周期，他的成绩一度起伏不定，赛场

上也几次出现失误。运动生涯的高起点，让

他承受不小的压力，伤病的困扰更增加了不

确定因素。他坦言：“很多次训练课后，我累

得躺那儿就起不来了。”

纵使再难，高亭宇也丝毫没想过放弃。

他一次次告诉自己：“好成绩不是靠想的，全

力以赴往前冲就好。”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

练，他从不放松对细节的要求，每天像“着了

魔一样”回看比赛视频、钻研技术。即便受疫

情影响，阔别国际赛场一年多，高亭宇依然保

持着较好的竞技状态。

2021 年 9 月，中国杯速度滑冰精英联赛

男子 500 米比赛，高亭宇滑出 33 秒 83 的好成

绩，与世界纪录仅差 0.22 秒。两个月后，他又

在世界杯波兰站收获个人运动生涯首个世界

杯冠军。接连用比赛证明自己的实力，让他

“感觉越来越有底气了”。

速滑男子 500 米项目各路强手如云，冬奥

赛场一轮定胜负，不容半点闪失。高亭宇给自

己制定了清晰的目标，“我们速度滑冰底子相

对薄弱，打铁还需自身硬”。备战的最后两个

月，他不断查缺补漏，完善起跑等各项技术

细节。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他作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双旗手之一，高擎五星红旗自豪走入

会场。这份荣誉让他浑身充满力量，第二次

参加冬奥会，高亭宇的目光更加坚定。

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以刷新奥运会纪录的

成绩夺得男子 500 米速度滑冰冠军，拥

有一颗“大心脏”的高亭宇滑

出 了 最 好 的 自 己 ，

让世界见

证了“中国速度”。赛后的那声怒吼，饱含着多

年的拼搏奋斗。实现梦想的一刻，他依然雄心

不减，“今天的起速比平时要慢一些，我还能做

得更好。”

两届冬奥会，高亭宇两次创造了历史。

这个“做梦都在滑冰”的年轻人，在赛后深情

告白：“金牌献给祖国！”

图①：2 月 12 日，高亭宇在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李 昊摄

图②：2 月 12 日，高亭宇在颁发纪念品仪

式上。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刷新项目奥运会纪录，赢得男子速滑队冬奥首金—

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高亭宇夺冠
本报记者 郑 轶 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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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日 的 国 际 奥 委

会、北京冬奥组委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

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

沈千帆介绍，北京冬奥

会 从 申 办 、筹 办 到 举

办，始终坚持“以运动

员为中心”的理念，“在

公寓设施、餐饮服务、

运 动 休 闲 等 方 面 都 做

了精心的安排与设计，

同 时 配 以 一 站 式 商 业

服务，满足运动员多元

需求。”

沈千帆说，北京冬

奥村运动员餐厅 24 小

时 营 业 ，设 置 世 界 餐

台、亚洲餐台、中餐餐

台、清真餐台等餐台，

烹饪方式健康，菜品色

香味俱佳。春节期间，

餐 厅 还 专 门 增 设 了 相

关元素的景观布置，供

应了北京烤鸭、饺子等

特色美食，让运动员在

享受比赛的同时，感受浓浓“年味儿”。

“专家和运动员重点关注的是营养成分，

比如每 100 克食物中会有多少能量、脂肪，尤

其是顶级运动员的餐饮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沈千帆介绍，运动员大量消耗的，更多是普通

的蛋白质，比如肉类、鸡蛋和一些蔬菜。“我们

必须满足国际奥委会批复的菜单要求，保障

基本营养元素的提供。”

据介绍，为满足运动员健身和休闲需求，

北京冬奥村特意设置了健身中心和娱乐中

心。健身中心设有力量区、拉伸区等多个区

域，各种健身器材供运动员自由选择。“北京冬

奥村还设有综合门诊，包括理疗康复、治疗、牙

科、心理咨询等科室，提供每日基本门诊及 24
小时的紧急医疗服务，确保第一时间为运动员

提供专业的医疗与心理服务。”沈千帆说。

据了解，在冬奥村广场区，除了特许商

店、便利店、快餐厅、咖啡厅、美发店、书店，运

动员还可以享受到一站式照片冲洗、衣物干

洗、花卉预订、包裹寄送等商业服务。广场区

还设有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体验区、中医药展

示区等沉浸式体验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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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秀玥的一个稳稳打定，中国男子冰壶队再得

一分，为这场与意大利队的比赛画上句号。2 月 12 日，在

男子冰壶循环赛中，中国队以 12∶9 战胜意大利队，取得

两连胜。

比赛开场后，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一度以 8∶4 领

先。意大利队抓住机会在后手局拿到 2 分，随后又在中

国队的先手局拿到 1 分，将比分迫近到 7∶8。

“我们及时稳定心态，调整状态，沉住气，一个球一个

球打。”二垒王智宇赛后说。关键时刻，队长马秀玥在第

八局的最后两次投掷中共得到 3 分，将比分拉开到 11∶7。

“当时状态特别好，相信这个球肯定能成。”马秀玥说。

他的本场比赛成功率达到 89%，中国队本场比赛成功率也

达到 83%。凭借 4名选手的稳定发挥，中国队收获胜利。

“这场比赛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马秀玥在赛后

说，“比分领先时，我们松懈了，总觉得要赢，反而缩手缩

脚不敢打。当对手追上来后，我们抓紧时间调整了心态，

这样的体验非常难得。相信我们下一次能做得更好。”

两连胜给年轻的中国队带来更多信心。“我们很好地

执行了战术。两连胜后，还是要从零开始，稳扎稳打、一

场场拼。”马秀玥说。

2 月 13 日，中国队将迎来一日双赛，先后对阵英国队

和美国队。

中国男子冰壶队收获两连胜
本报记者 李 硕

2 月 12 日，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各赛场

共产生 6 枚金牌。中国选手高亭宇在速度滑

冰项目上夺得男子 500 米金牌，夺冠成绩刷

新奥运会纪录。

当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决赛在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举行。高亭宇以 34秒 32的成绩

打破奥运会纪录，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男子

速滑项目的冬奥首金。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

上，高亭宇曾在该项目上收获一枚铜牌。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上，高亭宇和钢架雪车女子选手

赵丹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出场。

首次进入冬奥会的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

合团体项目在云顶滑雪公园决出金牌。美国

组合尼克·鲍姆加特纳/琳赛·雅各贝利斯摘

得金牌。36 岁的雅各贝利斯此前在个人项

目上赢得一枚金牌，她的搭档鲍姆加特纳已

经 40 岁，是北京冬奥会美国选手中年龄最大

的一人。意大利组合获得银牌，加拿大组合

获得铜牌。

当日下午，冬季两项男子 10 公里短距离

比赛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中国队程方

明、闫星元、张春雨、朱朕宇参赛，分列第三十

二名、第四十名、第七十六名和第八十一名。

根据比赛结果和项目规则，排名进入前六十

的程方明、闫星元成功获得男子 12.5 公里追

逐比赛资格。金牌、铜牌被挪威选手获得，法

国选手获得银牌。

越野滑雪女子 4× 5 公里接力比赛在国家

越 野 滑 雪 中 心 进 行 ，俄 罗 斯 奥 委 会 队 获 得

金牌，德国队摘得银牌，瑞典队获得铜牌。中

国队派出由池春雪、李馨、巴亚尼·加林和马

清华组成的阵容，最终以 57 分 49 秒 7 的成绩

第十个完赛，创造冬奥会参赛最好成绩。

跳台滑雪男子个人大跳台决赛当晚在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结束争夺。挪威选

手马里乌斯·林德维克以 296.1 分的总成绩夺

得金牌，日本选手小林陵侑以 292.8 分的总成

绩获得银牌，德国选手卡尔·盖格尔以 281.3
分的总成绩获得铜牌。

女子钢架雪车比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举行。德国选手汉娜·奈泽夺得冠军，澳大利

亚选手纳拉科特和荷兰选手金伯莉·博斯分

获银牌和铜牌。两名选手代表中国队首次参

加该项目冬奥会比赛，赵丹名列第九，黎禹汐

名列第十四。

（本报张家口 2月 12日电 记者王亮、陈

晨曦、郑轶、季芳、李硕、李洋、刘硕阳）

开幕式后第八个比赛日共产生六金

2 月 12 日，中国队选手在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李 昊摄

速度滑冰，可谓冰上运动的基础大

项，北京冬奥会共设14个小项的比赛。

500米，速度滑冰最短距离比赛，

相当于田径的百米大战。终点转瞬

即至，胜负毫厘之间，扣人心弦。

高亭宇在“冰丝带”取得的这枚

金牌，承载了太多意义。

1963 年，罗致焕成为新中国第

一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从事的就是

速滑项目；1980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

第一次登上冬奥赛场，旗手是速滑运

动员赵伟昌；2022 年，高亭宇为中国

速滑实现全新的突破，向一代代冰雪

人的奋斗致敬。这是对过去的最好

传承，也是对未来的激情期待。

钢架雪车，几年之前，还是中国

冰雪运动一块“陌生的赛场”。如今，

闫文港在“雪游龙”银白色的赛道上为

项目发展换挡提速，这枚铜牌，不仅带

来突破的荣耀，更增添奋斗的信心。

中国雪车雪橇项目从零起步。一

声召集令，运动员跨项选拔组队，投入

千锤百炼的砥砺中。为国争光的使命

感，只争朝夕的拼搏志，凝结为冬奥赛场上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同样“跨项而来”的还有科研攻关力量。此前应用于

飞行器设计验证、飞行员培训等高精尖领域的技术，现在

应用到“六自由度”运动平台中，逼真模拟运动员俯仰、滚

转、偏航的体感，实时记录训练数据……科技办奥，用中国

智慧点亮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任子威勇夺男子短道速滑 1000 米金牌，巩固传统优

势；谷爱凌、苏翊鸣在雪上项目比赛中横空出世，带来新

的惊喜；更多的选手首次登上冬奥赛场，从参赛“零的突

破”开始，点燃新的梦想……

北京冬奥会推动着中国冰雪运动打开全新的发展局

面。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冬奥赛场运动员

拼搏的豪情，交汇出一首壮阔的冰雪交响曲。对未来的

期待，就孕育在每一次场上场下的突破之中。

突破背后还有一份冷静。高亭宇说，速度滑冰这个

项目底子相对薄弱，还需要继续努力。

突破背后更有满满的信心。获得男子钢架雪车第五名

的殷正表示：“从这样的经历中成长，我们未来会变得更强。”

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赛场突破屡屡带来惊喜，后半

程的精彩更令人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冰雪运

动，以这样一种方式为世界冬季项目的蓬勃开展做出新

的贡献：点燃一簇不熄的奥运之火，发出“一起向未来”的

热切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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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亭宇为中国速
滑实现全新的突破，向
一代代冰雪人的奋斗
致敬。这是对过去的
最好传承，也是对未来
的激情期待

2 月 12 日，越野滑雪女子 4× 5 公里接力比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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