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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的那一刻，我把赛道上的

冰壶摆放整齐，内心涌起阵阵不舍。

4 胜 5 负，这是中国男子冰壶队在北

京冬奥会循环赛的最终成绩。排名第

五，距离半决赛只差一步。作为一支年

轻队伍，我们实现了赛前的目标，展现出

了能力，也在与世界强队的比赛中看到

了差距。

我在初中毕业时开始接触冰壶，很

快就迷上了这项充满智慧的运动。热爱

让我不断钻研，全身心投入其中，进步很

快。进入国家队后，我坚持加练，不断打

磨技术。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把

每天的训练心得记录下来，反复琢磨。

能参加北京冬奥会，我们很幸运。

但前几场比赛，还是紧张了，想赢怕输的

心态让我们没能发挥出正常水平。但恰

恰是几场失利后，我们及时调整心态，学

会享受比赛，整个团队也更加默契。

循环赛最后一场战胜瑞士队的比

赛 ，是 我 运 动 生 涯 中 一 场 很 重 要 的 对

决。最后一局比赛，瑞士队选手不小心

脚踢到壶，按照规则可以让他们投出的

壶作废。当时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一幕，评估之后认为影响不

大，决定让场上局面维持原样。此前面对美国队时，也遇到类

似情况，我们做出同样的选择。冰壶是一项智慧的运动，在不

对比赛构成太大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想办法赢，又要展现

出比赛风度。

我投壶的姿势特别低，这算是我的特点，也是我自己研

究出来的。这样的姿势对膝盖压力小，能够承受大训练量，

有利于延长运动生涯。在冬奥会赛场，通过与几名世界顶

尖的四垒选手交手，我坚定了自己要长期规划运动生涯的

想法。

加拿大队的队长古休 41 岁，瑞典队的队长埃丁 36 岁，我

是看着他们的比赛视频成长起来的，在交手中也能感受到他

们对每个球的细节处理都特别到位。尤其面对关键球时，心

理波动小，成功率很高，这都是我要学习的。

我现在 31 岁，经历过冬奥会这样的大赛，我们整个团队

的信心都得到很大提升，接下来会详细总结这 9 场比赛的得

失。我相信，随着大赛经验的不断累积，4 年后的冬奥会，我

们会有更大突破。

（作者为中国男子冰壶队队长，本报记者李硕采访整理）

相
信
四
年
后
会
有
更
大
突
破

马
秀
玥

本报北京 2 月 17 日电 （记者陈尚文）在 17 日举行的国际奥

委会、北京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

长滕盛萍表示，北京冬奥会期间，1.8 万余名赛会志愿者在各自的

岗位上展现着开放、阳光、向上的青春风采。

滕盛萍说，志愿者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重要服务保障

力量。根据“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奥会共录用赛

会志愿者 1.8 万余人。其中，北京赛区占 63%，延庆赛区占 12%，张

家口赛区占 25%。35 岁以下的青年占 94%，为志愿服务的主要力

量。赛会志愿者服务涵盖体育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运

行等 41 个业务领域。

北京冬奥会期间，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泰莎·莫德和清华大学

学生孙泽宇之间的互动故事，备受关注。莫德在中国的最后一天，

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和志愿者的照片并配文称“会非常想念他

们”。在张家口赛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交通业务领域志愿者刘

瑶，在寒风中努力工作的模样，成为记者镜头下的一幕。主媒体中

心的志愿者杜安娜自制二维码为记者们提供准确的班车时刻表，

受到国际奥委会交通考察团的称赞……

滕盛萍表示，北京冬奥会即将闭幕，我们将迎来冬残奥会的

开幕，志愿者们会继续为各代表团提供优质服务。

1.8万余名赛会志愿者服务北京冬奥会

跳台滑雪运动兴起于北欧国家，

1924年被列入首届冬奥会正式比赛项

目。运动员从百米左右的高度向下助

滑、加速、起跳，在空中飞行一段距离

后着陆。裁判根据运动员的空中姿态

和飞行距离打分，得分高者为胜。

为了获得更远的飞行距离，增加

飞行时间，运动员一般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在助滑阶段增加速度，采取下

蹲姿势保持大腿与滑道平行，尽可能

获取向前的动能；另一个是在飞行阶

段改变身体姿态，使身体和滑雪板与

地面几乎平行，同时把滑雪板放在身

体的外侧，形成 V 字形，以最大限度

地 提 高 升 力 ，同 时 尽 可 能 地 减 少

阻力。

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项目比赛

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进行，

其标准台高度是 90 米、大跳台高度

为 120 米。运动员相当于从 30 多层

的建筑物上往下跳跃，这是否意味着

跳台滑雪是一项危险性很高的运动？

其实不然。从跳台的出发点到

地面的着陆区，运动员不是垂直起

降，而是沿着陆坡的地形轨迹“贴地

飞行”，运动员着陆时瞬间受到的向

下的重力远远小于向前的动力。因

此，在比赛中，运动员着陆之后最要

紧的动作是“踩刹车”。

整理：范佳元 制图：张芳曼

跳台滑雪运动员怎么飞

随着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全部结

束，中国队以 2 金 1 银 1 铜的成绩完成了此

次参赛任务。赛后，已经是第三次登上冬奥

赛场的武大靖为并肩作战的队友们加油鼓

劲。武大靖说：“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为大家

带来更多的快乐和荣誉。”

“团队的力量”是队员们在比赛后提到

最多的词。中国队在夺得混合团体接力金

牌后，女选手范可新几度哽咽：“从我进国

家队的那天开始，我一直相信队友、相信团

队。”武大靖说：“大家都是互相支持、互相

鼓 励 、彼 此 信 任 ，才 走 到 决 赛 ，才 走 到 现

在。”这枚宝贵的金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实现了“开门红”，也极大地鼓舞了运动员

的士气。

短道速滑比赛，竞争激烈。面对世界强

手，中国队选手留下了一个个奋勇争先、不

言放弃的身影：任子威在男子 1000 米项目

上夺金，为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冬奥会金牌

零的突破，小将李文龙获得一枚宝贵的银

牌 ；女 队 在 实 力 并 不 占 优 的 情 况 下 ，拼 下

3000 米接力铜牌，特别是范可新在落后时

依旧拼到最后一刻，实现超越。

范可新此次收获 1 金 1 铜，终于圆梦。

武大靖更是用坚韧的意志展现了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尽管略有遗憾，但武

大靖对短道速滑的热爱却依然坚定：“只要

身体允许，我还会一直站在冰场上。”

竞争激烈的短道速滑赛场，结果瞬息

万变，选手们勇于追求胜利，也从失败中收

获成长。年轻选手通过大赛的历练打磨技

术、淬炼心态，这是他们加快成长的必经之

路。19 岁的小将张楚桐曾在比赛中与荷兰

队选手舒尔廷、意大利队选手丰塔纳同场

竞技。她说：“对我而言，就是拼尽全力，每

一轮都当成决赛。”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小

将有收获，也看到了与世界顶尖选手间的

差距。

男子 5000 米接力决赛，中国队因失误

无缘奖牌。赛后，小将孙龙十分自责，武大

靖一直在安慰他。武大靖说：“孙龙只有 21
岁，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多给他一些鼓励

和空间。”武大靖希望年轻选手能尽快接过

“接力棒”，延续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光荣传

统，拼出更好的未来。

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中，共有 6
支队伍获得金牌，中国队、韩国队、荷兰队均

摘得 2 金，其中荷兰队实力提升明显。此

外，意大利队、加拿大队和匈牙利队均有 1
金入账，在不同单项上也都有实力强劲的选

手。选手们 10 次刷新奥运会纪录，包括 1 项

世界纪录。未来的短道速滑赛场，竞争将更

加激烈。

任子威说：“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上有

这样的表现，很不容易。”在北京冬奥会上，

任子威获得两枚金牌，他感谢这 4 年来团队

的坚持和付出。疫情带来的挑战，曾让队伍

面临很多困难。阔别国际赛场近两年之久，

中国短道速滑队从本赛季世界杯赛才开始

逐步找回比赛状态。任子威说：“赛场上会

有一些遗憾，但大家依然有冲击力。这 4
年，是艰难的 4 年，也是进步很快的 4 年，我

们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自己，我为这个团

队感到自豪。”

图①：2 月 5 日，中国队选手任子威（前）

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图②：2 月 5 日，中国队选手武大靖赛后

庆祝。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图③：2 月 13 日，中国队选手曲春雨（右

二）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难忘赛场上冲刺的身影
本报记者 季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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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北京冬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主题发布会上获

悉：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调查显示，中国

已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全国冰雪运动参与人

数达到 3.46 亿人，居民参与率达到 24.56%，全国已有 654 块标准冰

场，803 个室内外各类滑雪场。

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积极引导不同区域因地制宜、

各有侧重地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宜冰则冰、宜雪则雪，室内室外

同步发展，促进冰雪运动区域互动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的发展格局。冰雪运动参与人群从小众走向大众，参与空间从地

区走向全国。

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涂晓东说：“我国坚持扩大冰雪运动

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构建群众身边的冰雪运动服务体系，建立健

全群众性冰雪运动发展机制。通过不断降低参与冰雪运动的门

槛，营造人人想参与、能参与、乐于参与的冰雪运动环境。”

扩大冰雪运动产品和服务供给—

冰雪运动 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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