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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

技巧决赛中，中国队选手谷爱凌最后一轮滑

行获得 86.23 分，摘得一枚银牌。这是继女子

大跳台夺冠后，她在本届冬奥会上收获的第

二枚自由式滑雪奖牌。

登上领奖台并非易事。从北京赛区到张

家口赛区，面对激烈的竞争，谷爱凌稳住阵

脚、敢打敢拼，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

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分 3 轮进

行，取选手 3 次滑行中的最高分决定冠军归

属。2018 年平昌冬奥会亚军、瑞士队名将玛

蒂尔德·格雷莫德，2020 年冬青奥会冠军、爱

沙尼亚队名将凯莉·西尔达鲁等参赛选手都

具 有 很 强 的 竞 争 力 ，最 终 考 验 就 在 于 临 场

发挥。

比赛在第二轮趋于激烈。率先出场的玛蒂

尔德·格雷莫德拿到 86.56分的全场最高分。谷

爱凌失误摔倒，两轮结束后排名跌至第八位。

谷爱凌在赛后说，当时身体还不够紧张，没有完

全进入比赛状态。

进入第三轮，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必

胜的信念，谷爱凌以近乎完美的表现，获得

该轮全场最高分。“我必须更加专注到比赛

和每一个动作中，克服压力、做好自己。”谷

爱凌说。

最终，凭第三轮的发挥，谷爱凌获得银牌。

玛蒂尔德·格雷莫德夺金，凯莉·西尔达鲁摘铜。

本届冬奥会，谷爱凌身兼 3 项参赛。相

比于已经完赛的两个项目，17 日将进行资格

赛的 U 型场地技巧是她发挥更为稳定的项

目。北京冬奥会前，谷爱凌本赛季连续 4 次

夺得该项目世界杯赛冠军。

“我特别喜欢自由式滑雪，无论是谁、来

自哪里，都可以通过滑雪交到朋友，并一起享

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谷爱凌表示，中国已经

实现“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希

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故事，让更多人爱上冰

雪运动。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谷爱凌最后一滑反超摘银
本报记者 孙龙飞

2 月 15 日，适逢元宵佳节。吃汤

圆、看花灯、猜灯谜、舞狮子……元宵

节的习俗里，有火树银花的璀璨，有其

乐融融的欢聚，也有如意圆满的祝福。

冬奥会，也因此多了一份喜庆和

温暖。

“冰立方”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制

作了花灯，送给记者和运动员。冬奥

村里，猜灯谜、贴福字、学书法……各

国选手训练比赛之余，感受中华文化

的魅力。不止于竞技之美，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融互鉴，同样是冬奥画卷美

不胜收之处。

世界一流的场馆设施、高精技术

的全面运用，冬奥会上，有中国现代的

一面，展示着科技的魅力；同时，还有

传统的一面，绽放文化的精彩。开幕

式上的二十四节气展示，讲述着中国

人的四季与生活；冰上场地的挡板图

案，由《千里江山图》演化而来，当冰舞

选手王诗玥、柳鑫宇身着“只此青绿”

的服装出场，裙裾飘飘，倏然入画；当

钢架雪车选手闫文港飞驰在“雪游龙”

的赛道上，绘着红色龙纹图案的头盔，

仿佛冰面上掠过的一道红色闪电……

无论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彼

此欣赏与包容，还是“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的万里相知与认同。冬奥会的

舞台上，中国也在向世界展示着东方文

明的内涵，为奥林匹克注入更为多彩的意蕴。

元宵节当日，即将迎来 18 岁生日的苏翊鸣，以一金一银

完成自己的首次冬奥之旅。这样的收获，堪称圆满。

冬奥舞台上的圆满，却又不仅以结果去评判和感受。对

于中国冰雪运动员，春节和元宵节通常要在冰场雪原上度过，

与训练和比赛为伴。那份不懈的拼搏和追求，那份站上赛场

的自信与自豪，也是在用奋斗的精神诠释另一种圆满。

已经结束比赛回国的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特莎·莫德，在

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冬奥之旅的点点滴滴。开幕式上，当

志愿者向她微笑着说“欢迎来中国”时，莫德忍不住热泪盈

眶。她说，非常喜欢中国的美食、文化，还有这里的人们，她已

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来中国旅游。

东道主美好的心意，被远道而来的宾客感知，这也是一种

圆满。

惟有清光无远近，他乡故国此宵同。

当冬奥盛会遇上元宵佳节，一份以“简约、安全、精彩”方

式表达的祝福，正从冰雪运动的舞台上向世界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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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电 （记者陈晨曦、郑轶、季芳、刘硕

阳）15 日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后的第十一个比赛日，各赛场共

有 9 枚金牌产生。苏翊鸣在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上夺

金，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本届冬奥会第六枚金牌，谷爱凌在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上再添一枚银牌。至此，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冬奥会获得 6 金 4 银 2 铜共 12 枚奖牌，单

届冬奥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创新高。

当日，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先后进行了女子、男子决赛。

中国队选手荣格率先登场，获得女子大跳台第五名。奥地利

队选手安娜·加塞尔夺得金牌，新西兰队选手佐伊·萨多夫斯

基·辛诺特和日本队选手村濑心椛分获银牌和铜牌。

在男子大跳台决赛中，苏翊鸣前两跳之后排名全场第一，

最终获得一枚金牌。挪威队选手蒙斯·勒伊斯韦兰和加拿大

队选手马克斯·帕罗特分获银牌和铜牌。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谷爱凌凭借最

后一滑实现反超，拿到一枚银牌。瑞士队选手玛蒂尔德·格雷

莫德夺得金牌，爱沙尼亚队选手凯莉·西尔达鲁获得铜牌。

速度滑冰比赛在国家速滑馆展开两个团体项目的角逐。

在女子团体追逐决赛中，加拿大队以 2 分 53 秒 44 的成绩夺得

金牌，并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日本队、荷兰队分获银牌和铜

牌，中国队位列第五。在男子团体追逐决赛中，挪威队、俄罗

斯奥委会队和美国队分获金、银、铜牌。

冬 季 两 项 男 子 4× 7.5 公 里 接 力 金 牌 被 挪 威 队 获 得 ，法

国 队 获 得 银 牌 ，俄 罗 斯 奥 委 会 队 获 得 铜 牌 。 至 此 ，本 届 冬

奥 会 冬 季 两 项 已 进 行 8 个 小 项 ，挪 威 队 取 下 5 金 。 中 国 队

由程方明、闫星元、朱朕宇、张春雨 4 名选手组队参赛，排名

第十六。

北欧两项个人赛跳台滑雪大跳台+越野滑雪 10 公里比赛

当晚结束争夺，挪威队选手约根·格拉巴克获得金牌。作为首

名参加冬奥会该项比赛的中国队选手，赵嘉文顺利完赛，最终

排名第四十七。

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比赛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结束，

瑞士队选手科琳娜·苏特夺得金牌，意大利队选手收获银牌和

铜牌。

在男子双人雪车比赛中，德国车队包揽金、银、铜牌，其中

弗朗西斯科·弗里德里希车队以 3 分 56 秒 89 的总成绩夺冠。

代表中国队参赛的孙楷智车队以 4 分 00 秒 29 获第十四名，李

纯键车队未能进入最后一轮。

开幕后第十一个比赛日
各赛场共产生九枚金牌

图①：2 月 15 日，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苏翊鸣第二跳确定优势。

环球时报记者 李 昊摄

图②：2 月 15 日，苏翊鸣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后庆祝。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图③：2 月 15 日，荣格在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图④：2 月 15 日，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谷爱凌最后一滑夺得银牌。

本报记者 蒋雨师摄

两跳 1800 度高难度动作完美落地，锁

定金牌！

2 月 15 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

大跳台决赛，中国队选手苏翊鸣力压一众

顶尖选手，赢得金牌。至此，中国体育代表

团收获 6 枚金牌，单届冬奥会获得金牌数量

创新高。

“我一直渴望能在‘家门口’的冬奥会

上获得金牌，今天终于梦想成真。感谢我

的祖国、教练和父母，很幸运出生在这个时

代。”面对记者采访，苏翊鸣难掩激动之情。

相较于前一天的资格赛，决赛中选手

纷纷升级动作难度，竞争十分激烈。根据

比赛规则，选手各完成 3 次跳跃，总成绩为

不同方向两跳的高分之和。从第三个上场

的美国选手克里斯·科宁开始，比赛就进入

了“1800 度比拼”，单跳最高分被屡屡刷新。

晋级决赛的 12 名运动员中，有 5 名 00
后选手，即将迎来 18 岁生日的苏翊鸣是其

中最年轻的。拼劲十足的他第一跳就选择

了资格赛中没能完成的外转 1800 度动作，

稳稳落地，拿到 89.50 分。

次轮竞争进入白热化，加拿大队选手

马克斯·帕罗特和日本队选手大冢健分别

得到 94 分和 95 分。苏翊鸣则继续冲击内

转 1800 度动作。站上起跳台，加速冲刺，腾

跃翻转，稳稳落地！93 分！凭借这关键一

跳，苏翊鸣位列第一。

最后一跳，选手按照前两轮成绩倒序

出场。由于其他选手的得分始终没有超过

苏翊鸣，他凭借前两跳便锁定金牌。“如果

前两跳分数不够，我肯定会冲击 1980 度。

但 现 在 ，我 想 以 自 己 喜 欢 的 方 式 享 受 比

赛。”苏翊鸣说。无论是技术还是心态，他

都展现出了一名优秀选手应具备的素质。

4 岁接触滑雪，14 岁入选国家集训队。

既有天赋，又肯努力，苏翊鸣的“成长曲线”

一路上扬，进步飞快。

2021 年 的 第 二 天 ，苏 翊 鸣 挑 战 外 转

1800 度动作成功；2021 年 10 月，他解锁了

世界上首个内转 1980 度的超高难度动作；

就在几天前，他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

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收获银牌；如今，他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把奖牌换了个颜色。

苏翊鸣对首钢滑雪大跳台并不陌生。

2019 年，他在这里第一次参加国际雪联单

板 滑 雪 大 跳 台 世 界 杯 ，但 与 决 赛 擦 肩 而

过。“当时我就在想，两年后自己还会不会

站 在 这 里 ，到 时 候 会 做 什 么 动 作 ？”苏 翊

鸣说。

登上冬奥会的最高领奖台，苏翊鸣又

有了新目标：“单板滑雪所有选手都在挑战

更高难度动作。我也会继续努力，期待在

下一个赛场展现更好的自己。”

苏翊鸣勇夺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牌
本报记者 李 洋 李 硕 郑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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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上午，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最

后一名选手完成比赛。参赛选手们冲到等

候区紧紧相拥，有的笑靥如花，有的眼角含

泪。挑战自己、彼此激励，是姑娘们在这场

比赛中最美的姿态。

在这场决赛中，中国队选手荣格凭借后

两跳，最终位列第五，创造中国队在冬奥会

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的最好成绩。

14 日的资格赛后，荣格表示决赛目标

是“享受比赛，玩得开心”。决赛中，良好的

心态让她没有受到首跳失误的影响，第二跳

转体 1080 度，获得 85.75 分，这也是她目前

掌握的最高难度动作。稳稳的第三跳后，她

拿到了 160.00 分的总成绩。

最后一轮，日本队选手岩渕丽乐挑战全

场第一个 1260 度动作，让比赛趋于激烈。

这是迄今为止该项目的最高难度动作。随

着她在空中漂亮地完成翻转，全场沸腾了，

虽然落地时发生失误，但还是赢得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这一跳只得到 37 分，但却收

获了最多的拥抱——荣格和多名选手陆续

从等候区冲进场，将岩渕丽乐围在中间，用

热情的拥抱鼓励她。

随后出场的 3 名选手同样向 1260 度动

作发起冲击。奥地利队选手安娜·加塞尔稳

稳落地，夺得金牌。新西兰队选手佐伊·萨

多夫斯基·辛诺特和日本队选手村濑心椛挑

战未果，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比赛早已结束，现场大屏幕定格了这暖

心一幕：几个年轻的女孩紧紧拥抱在一起，

互相鼓励，相约下一个赛场。

“我们在场下都是朋友。看着她们挑战

高难度动作，我也开始期待自己的第一个

1260 度。”荣格在赛后说。

挑战自己 彼此激励
本报记者 李 洋 人民网记者 郝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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