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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镜头

▶ 2 月 7
日，瑞士选手贝
亚特·费乌兹在
冬奥会高山滑雪
男子滑降项目比
赛中夺得冠军。
图为费乌兹冲过
终点。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2 月 7 日，加拿大选
手马克斯·帕罗特获得冬奥
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
技巧项目金牌。图为马克
斯·帕罗特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摄

▶在2月7日结束的北京冬奥会花
样滑冰团体赛中，俄罗斯奥委会代表
队夺得冠军。该队 15 岁的少女瓦利耶
娃成为首个在冬奥会赛场完成四周跳
的女单选手，载入冬奥会史册。图为
瓦利耶娃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马 宁摄

▶2 月 7 日，中国选手苏翊鸣
夺得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
技巧项目银牌。图为苏翊鸣在比赛
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吴 壮摄

▲2 月 7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男子
1000米 1/4决赛在首都体育
馆举行。图为中国选手武大
靖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旋转翻腾、追逐超越，
冰雪赛场上的单板少年飞檐
走壁、飘逸自如。2月 7日，在
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中，17岁的中国小将苏翊鸣
摘得银牌，实现了中国单板滑
雪运动新的突破。

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
会，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拿到冬
奥会的入场券、站到竞技体育
的顶级赛场，经历多少次训
练才能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上
脱颖而出、实现摘金夺银的
梦想。苏翊鸣曾说：“一个
新的难度动作，我每天练 6
个小时，一直重复练，往往
需 要 一 个 夏 天 才 能 完 成
好。”他这枚奖牌的背后有
多少奋斗的汗水！

中国冰雪运动起步晚、
基础薄弱，备战北京冬奥会
面临巨大挑战。北京冬奥会
申办成功时，109个冬奥小项
中有1/3在我国尚是空白。但
是中国健儿们顽强拼搏，努
力奋斗。6 年多来，在“扩
面、固点、精兵、冲刺”的
备战方针引领下，他们争分
夺秒补短板、强弱项、增实
力。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
育代表团首次实现了全部7个
大 项 、 15 个 分 项 参 赛 全 覆
盖，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刚 刚 过 去 的 几 个 比 赛
日，在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
技巧、男子单人雪橇、冬季两项4×6公里混合
接力等项目中，中国选手首次亮相冬奥赛场，
虽然没有摘金夺银，但他们的参与本身就创造
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无论项目有多冷门，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支队伍始终在努力。”
中国雪橇选手范铎耀的一番话令人动容。中国
雪橇队 2015 年才组建，队员们从“零”起步，
奋力追赶、只争朝夕。虽然目前与世界强队之
间尚有距离，但未来值得期待。在冬奥赛场
上，勇往直前、超越自我就是胜利，赛出风
格、赛出精神就是成功。

我们为胜利欢呼，但不唯奖牌论英雄；我
们为突破喝彩，但也为每一个实现自我超越者
加油鼓劲。感谢中国冰雪健儿，他们在北京冬
奥会上奋勇拼搏，为我们诠释了“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的真
谛，他们奋斗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追逐梦想，一
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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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一跃，轻盈地完成5周转体后潇洒落地，整套动作
如行云流水。

2月 7日中午，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中，2004年出生的中国小将苏翊鸣在“雪长城”赛道
的最后一段跳台区做出 1800 动作，凭借第二轮 88.70 的得
分，收获一枚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上的第一
枚雪上项目奖牌，也是中国单板滑雪男子项目的首枚冬奥会
奖牌。

再过 10天，首度参加冬奥会的苏翊鸣就将迎来 18岁成
人礼，这块奖牌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

一跃，创造历史

相较于 2月 6日的资格赛，参赛选手在决赛中普遍增加

了动作难度。第一轮比赛中，第6个登场的意大利选手埃米
利亚诺·劳齐滑出了场上第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比赛就此
进入“80分区”。

苏翊鸣在资格赛中凭借 86.80分的成绩以第一名身份晋
级，在决赛中最后一个出场。决赛第一跳，苏翊鸣仍然选择
前空翻下“烽火台”，之后在3个跳台以1440接1620接1620
完赛，以78.38分暂列第四名。

第二轮比赛中，选手们继续增加动作难度，“神仙打
架”的场面让现场很多观众手心捏了一把汗。首跳以 79.86
分位列第三的加拿大选手马克斯·帕罗特继续神勇发挥，在
第二跳拿到了场上最高的 90.96分，在三轮比赛取最好成绩
排名的规则下，马克斯·帕罗特的这一跳也给其他选手带来
了巨大压力——想要冲击奖牌，必须解锁难度更大的动作。

再次站上跳台区的苏翊鸣和教练佐藤康弘交流了几句

后，随即出发开始第二跳。1440 接 1620 接 1800！这是场上
第一次有选手成功完成转体5周的动作并平稳落地。一片雪
浪中，苏翊鸣振臂欢呼。

88.70！苏翊鸣顶住压力，拿到全场第二高分！三轮比
赛结束后，他凭借这一分数稳居第二位，最终与马克斯·帕
罗特和加拿大名将马克·麦克莫里斯一起站上了北京冬奥会
的领奖台。

进入决赛的 12 名选手中，苏翊鸣年纪最小。这一次，
这位中国少年以强劲实力创造了中国单板滑雪新的历史。

超越，梦圆雪场

苏翊鸣一直将马克·麦克莫里斯视为自己滑雪路上的偶
像，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他得以和马克·麦克莫里斯同场切
磋，并以自己的突出表现赢得偶像的夸奖。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麦克莫里斯对苏翊鸣的表
现赞不绝口。“当我第一次见到苏翊鸣的时候，他还是个非
常热爱滑雪的小男孩。今天我意识到，那个小男孩已经成
长为世界一流的雪上健将，他的未来不可限量。”马克·麦
克莫里斯说。

面对记者采访，刚刚斩获自己第一枚冬奥会奖牌的苏
翊鸣自信而平静，如同他前一日以资格赛排名首位晋级时
一样。

“这一刻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我想象过很多次自己
站上奥运会领奖台的样子，今天这一刻终于来了。”苏翊鸣
说，“热爱并坚持不懈，我们的冰雪梦想终将成真。”

专注，突破自我

在父母的影响下，苏翊鸣从小就对滑雪产生了兴趣，经
常练习，成为滑雪圈里的小名人。他还因此被电影《智取威
虎山》 的导演选中，出演精通滑雪、驰骋雪场的“小栓
子”。在影片中，他有一句“怕你们撵不上”的经典台词正
是苏翊鸣今天“雪上飞行”的写照。

2015 年，随着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
权，在家门口参加冬奥会的梦想开始在苏翊鸣心中发芽成
长。此后，国家体育总局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大跳台项目人才
并举办了该项目的全国性赛事。正是在那次比赛中，苏翊鸣
初露锋芒，随后成功入选中国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

去年以来，苏翊鸣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去年 10 月
在奥地利斯杜拜训练营中，他就曾成功完成世界首个内转转
体 1980 动 作 。 1 个 多 月 后 ， 在 美 国 斯 廷 博 特 举 行 的
2021-2022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第二站比赛中，苏翊鸣凭
借两轮155.25分的成绩拿下冠军和总冠军，接连创造了中国
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历史。

冬奥摘银，在收获自己职业生涯第一座里程碑后，苏翊
鸣将继续披荆斩棘。2月14日，他将参加在首钢滑雪大跳台
的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

“我想专注于自己的比赛，完成最好、最难的动作。”少
年的眼中满是坚毅。

苏翊鸣摘得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

翊鸣惊人 冬奥首银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冬奥之星

▼2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
冬季两项女子 15 公里个人赛
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举行。
图为中国选手孟繁棋。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我来到了冬奥，我真的来了，我太高兴了！”
2月7日上午，中国选手谷爱凌以第五名的

成绩闯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
赛。走进混采区，“青蛙公主”的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

比赛中，谷爱凌在第二跳出现失误，让现
场观众捏了一把汗。关键的第三跳，谷爱凌稳
稳落地。在现场的欢呼声中，她的笑容在冬日
的暖阳下绽放。

“对我来说，第三跳右侧偏轴 900 很容易，
因为我从14岁就开始训练这个动作了。”面对提
问，谷爱凌显得自信从容。

“我的雪板上画有一条龙的图案，图案旁写
着‘人中之龙’。你们看，我身上的衣服是自己
设计的，上面印着我的名字。”谷爱凌转过身
来，亮出自己的“战袍”——“衣服背部也画
着一条龙，我希望把中国元素带到世界各地。”

用无缝衔接的中英文回答各国记者的问
题，谷爱凌讲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大目标”。

“现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了！”她
自豪地告诉在场的外国记者。

“一直以来，我的一个‘大目标’就是让更
多人接触冰雪运动，特别是青少年。希望所有
人都能和我一起享受滑雪的快乐。”谷爱凌说，

“在比赛中完成 1440 （前空翻两周加转体四周）
动作，感觉当然很酷，但我认为更酷的是，为
推广冰雪运动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谷爱凌的“大目标”
本报记者 刘 峣

谷爱凌的“大目标”
本报记者 刘 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