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2 月 13 日电 （记者陈尚文）在 13 日上午举行的国际

奥委会、北京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

安介绍，目前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多项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被打

破。他说：“一流的竞赛场馆、一流的运动员、一流的竞赛组织运行、

一流的气象服务保障和一流的医疗救治服务等，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得到了很好体现。”

“开赛至今，各竞赛场馆一直保持良好运行状态，为参赛运动员

展示自身水平提供了最佳平台。”杨树安说，竞赛组织运行指挥体系

运转顺畅，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

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奥林匹克转播公司等合作密切、顺利。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部门、属地政府、山地运行团队等也在交通、

餐饮、场地准备等方面给予竞赛组织工作大力支持和配合，为运动员

顺利参赛和各利益相关方开展工作提供充足保障服务。“场馆医疗团

队在受伤运动员的现场救治中表现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得到了运动

员和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认可和赞扬。”杨树安说。

“很多运动员都表示这是一届非常了不起的赛事。”国际奥委会

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说，令人振奋的是，“工作人员积

累的经验将会是重要的人力资源‘遗产’。年轻运动员身上的正能量

和在竞赛中表现出的精神，也将对更多青少年起到激励作用。”

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会赛程过半成果亮眼

2 月 13 日上午，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

区雪势转大。原定当日上午进行的自由式

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因此推迟至

14 日上午开赛。该项目将有近 30 名选手

参赛，包括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得

主谷爱凌和队友杨硕瑞。原计划 13 日进

行的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资格赛，14
日进行的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女子决

赛、男子资格赛以及 15 日举行的男子决

赛等赛事，均将顺延一天举行。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在 13 日

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凌晨 5 点，

张家口赛区已经组织上千名工作人员前往

赛场清理浮雪，但由于雪势太大、太急，不

满足比赛对能见度的要求，为了确保运动

员的安全，所以将今天的比赛推迟举行。”

降雪后能见度低，影响选手视线，是当

日比赛推迟的主要原因。据云顶场馆群后

勤副主任束文介绍，坡面障碍技巧比赛场

地内有多个道具区，运动员起跳高度较高，

如果视野不佳，落地时会有安全隐患。另

外，下雪时伴随升温，会影响赛道雪温和雪

质 ，运 动 员 滑 雪 板 打 蜡 需 要 做 好 相 应 调

整。新增积雪会使赛道表面松软、摩擦力

增大，影响选手发挥。北京冬奥会高山滑

雪男子滑降比赛，也因大风天气推迟一天。

在冬奥会历史上，受天气影响而推迟

或取消比赛也是较为常见的情况：2010 年

温哥华冬奥会，温暖的天气及降雨使得多个

雪上项目比赛改期；2014 年索契冬奥会，相

对过高的温度导致山间产生浓雾，影响了冬

季两项和单板滑雪等项目进行；2018 年平

昌冬奥会，时速超过 60 公里的强风令跳台

滑雪和单板滑雪等项目比赛只能改期。

赛程的变更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多方

商讨研判的结果。据国际滑雪联合会相关

规定，裁判员团队有权中断、取消或推迟比

赛，重定的比赛时间不能与其他比赛发生

冲突。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表

示，场馆工作人员会把气象数据提交给国

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专家，来决定是否变更

赛程。极端天气下，北京冬奥组委将会与

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奥

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等利益相关方密切协

作，及时启动竞赛日程变更的相关程序。

束文说，云顶场馆群 11 日启动了应急

预案，近两天还配备 1300 人次的应急团队

人工除雪作业，16 台铲冰除雪机械、50 台

吹雪机连夜清扫降雪，确保场馆正常运行。

右图：2 月 13 日，工作人员在清理赛道

浮雪。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下图：2 月 13 日，工作人员在清理、维

护坡面障碍技巧赛道。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张家口赛区连续降雪，为确保运动员安全

自由式滑雪相关赛事顺延一天举行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刘硕阳 乔 栋 王 亮 韩文鋆

99
2022年 2月 14日 星期一

气势不凡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激发着每位参赛运动员的激

情。让男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银牌得主、美国选手史蒂文森更

为赞叹的是，“看到冬季运动在这里蓬勃发展真是太棒了。有这

么多人的热情参与，未来一定会获得回报。”

北京冬奥会的精彩赛事吸引着千家万户的关注。大众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情也冲上新高。一家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仅农

历除夕至正月初四，滑雪装备销售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180%，冰

上运动相关品类增长更是超过 300%。

冰雪旅游也成为春节消费新亮点。吉林长白山、黑龙江亚

布力、浙江安吉等滑雪胜地的订单快速增长，广州、重庆、成都等

地的室内滑雪场成为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自从申冬奥成功以

来，冰雪运动开展遍及大江南北。

不仅火了春节消费，北京冬奥会的“带货能力”已辐射全

球。冬奥会期间，中国品牌的滑雪用品海外销量同比去年增长

超过 60%。从竞技比拼到大众参与，推动着冰雪经济快速发展，

冰雪运动正成为新的时尚，为更多人的生活带来健康和快乐。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短片《未来的冠军》中，冰雪“萌娃”纷

纷入镜。有的还在蹒跚学步，踏上雪板，却可以像模像样地滑

行。他们是冰雪运动现在的种子，未来的冠军。令人欣喜的是，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正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有数据显示，00后人

群春节冰雪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80%，远超其他年龄段。攀

冰、冰壶、雪上极限运动等新型细分业态也受到更多年轻人关注。

“金博洋战胜了金博洋！”花样滑冰男单比赛结束后，中国选

手金博洋的表现赢得了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虽然他的排名没

有上届高，但经过这个冬奥周期的起起伏伏，还是在比赛中拿出

了自己的最佳状态。“未来会带着这种（战胜自己的）精神继续滑

下去，希望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涌现出更多热爱这项运动

的孩子，共同撑起这个美丽的花滑世界。”金博洋说。

从竞技的金牌到精神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北京冬奥会还有

一枚分量极重的“金牌”——“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枚

“金牌”，奖励的是对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奖励的是对世界

冬季运动风貌的改变，也将长久闪耀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史册中。

这枚这枚““金牌金牌””

属于大众和未来属于大众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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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还有一枚分量极重的
“金牌”——“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2 月 13 日，北京冬奥会迎来开幕式后第九个比赛日，各赛场共产

生 7 枚金牌。中国队在短道速滑项目上收获一枚铜牌。

当晚，短道速滑女子 3000米接力决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由范可

新、曲春雨、张楚桐、张雨婷、韩雨桐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铜牌。荷兰队

以 4 分 03 秒 409 的成绩刷新奥运会纪录并夺得金牌，韩国队获银牌。

在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 B 组决赛中，中国选手武大靖排名第

一。该项目金牌由匈牙利选手刘少昂获得，俄罗斯奥委会选手伊夫

利耶夫、加拿大选手杜博伊斯分获银牌、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 500 米决赛在国家速滑馆举行，美国选手杰克逊

以 37 秒 04 的成绩夺得金牌，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和俄罗斯奥委会选手

戈列科娃分获银牌和铜牌。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结束两个项目争夺。女子 10 公里追逐比赛，

挪威选手拿到金牌和铜牌，瑞典选手获得银牌。中国选手唐佳琳排

名第五十三。男子 12.5 公里追逐赛，中国选手程方明排名第二十二，

创造了中国冬季两项队选手该项目冬奥会最好成绩。法国选手马耶

夺金，挪威选手和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分获银牌、铜牌。

越野滑雪男子 4× 10 公里接力比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

俄罗斯奥委会队获得金牌，挪威队和法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迎来男子大回转项目的比赛。瑞士选手马尔

科·奥德马特夺得金牌，斯洛文尼亚选手扎恩·克拉涅茨和法国选手

马蒂厄·费弗尔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两名中国选手徐铭甫和张洋

铭均顺利完赛，分别排名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六。

在当日进行的女子冰壶循环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以 6∶5 战胜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亚军韩国队，取得两连胜。

（本报北京 2月 13日电 记者王亮、陈晨曦、郑轶、季芳、范佳元、

刘硕阳、李硕）

开幕式后第九个比赛日共产生七金

2 月 13 日晚，短道速滑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在首都

体育馆进行。由范可新、曲春雨、张楚桐、张雨婷、韩雨桐

组成的中国短道速滑队滑出 4 分 03 秒 863 的成绩，收获

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也是中国队 12 年后再度登上该

项目的冬奥会领奖台。

等待成绩的时候，几名姑娘在场边抱成一圈，互相鼓

励。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在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中被判犯规而没有成绩。如今，她们在落后

的情况下没有轻言放弃，将最好的表现留在了赛场。

成绩出现在大屏幕上，中国队最终排名第三。姑

娘 们 欢 呼 着 ，身 披 五 星 红 旗 在 场 上 滑 行 。 对 她 们 来

说，在整体实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拼得这枚奖牌，殊

为不易。

比赛结束后，已是第三次登上冬奥会赛场的范可新

表示：“我们展现了团队的力量，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

人。”作为中国队的最后一棒，范可新在关键时刻表现出

色。最后一个弯道处，她拼尽全力冲刺，在冲线前完成超

越，确保中国队拿到铜牌。

“越有困难越要团结一心”，是中国队选手常挂在嘴边

的话。近几年，随着一批老队员退役，中国女子短道速滑

的整体实力有所下降。对手的进步也让赛场上的竞争更

加激烈。从低谷中出发，队员们最能体会其中甘苦。“要一

场场比赛去拼，坚持到最后一刻。”她们为自己定下了

目标。

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竞争十分激烈。经过此前的

较量，站上赛场的是世界排名前四位的队伍。除了中国

队外，荷兰队、韩国队和加拿大队均有不俗的实力。荷兰

队由名将舒尔廷领衔，她在前几天创造了短道速滑女子

1000 米比赛的世界纪录，状态正佳。

面对这场硬仗，中国队在上场前就做好了准备。“无

论在任何位置，我们都要全力去拼。”范可新说。发令枪

响的一刻，作为第一棒的她奋力冲出，抢到了第二的位

置。在她看来，队友们在场上积极拼抢，面对强劲对手也

没有丝毫胆怯，“每一棒在比赛时都尽了全力，才有了最

后的这个结果”。

女子 3000 米接力是团体项目，个人滑行技术和速度

固 然 重 要 ，也 更 考 验 队 友 间 的 默 契 配 合 和 战 术 运 用 。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队首次获得女子 3000 米接力

金牌，战胜了在该项目保持多年优势的韩国队。此次的

这枚铜牌，对中国队而言，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队中的老将，范可新一直在强调团队的力量。决

赛中，她担任着第一棒和最后一棒的位置，团队的信任让她

感觉到更多力量。“我已经在国家队 12年了，也希望能有更

多人站上冰场，接过这个接力棒，这是一种传承。”

对小将张楚桐来说，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也有一份

特别的收获。“我很享受比赛的过程，感受到队友团结

一 心 努 力 拼 搏 所 带 来 的 这 份 力 量 。 能 参 加 北 京 冬 奥

会 比 赛 ，听 到 现 场 观 众 热 情 的 加 油 声 ，觉 得 增 添 了 前

进的动力。”

短道速滑赛场上，机会稍纵即逝。这一次，中国队抓

住了机会，没有留下遗憾。昔日的付出有了回报，迎来今

天在赛场上爆发的时刻。队员们做到了。

接下来的比赛，挑战还将继续。中国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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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队选手范可新

（中）在比赛中起跑。

图②：中国队选手张楚桐（左二）在

比赛中。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