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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奥会多个项目上第一次亮相

首秀一小步 中国冰雪一大步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孙亚慧 刘 峣

2月9日下午，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展开了北京冬
奥会北欧两项男子个人标准台的角逐，中国运动员
赵嘉文一站上跳台，便成为场上焦点——这是冬奥
会北欧两项首次出现中国选手的身影。冬奥会开幕
式上，赵嘉文与中国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格尔·
衣拉木江一起将火炬嵌入雪花形状的主火炬台，成
就了本届冬奥会的一个经典时刻。

每次登场，都是书写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
北京冬奥会全部 109 个小项中，中国选手将在 35 个
小项上实现参赛“零的突破”。每次迈出的参赛一小
步，将汇聚成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一大步。

实现突破

2月9日晚，黄叶波/彭俊越出现在北京冬奥会双
人雪橇项目的比赛中，这是中国健儿双人雪橇冬奥
首秀。他们发挥稳定，实现了自我超越。

事实上，北京冬奥会是整个中国雪橇队的第一
次亮相。此前的比赛中，范铎耀和王沛宣分别在
男、女个人项目上实现了参赛突破，在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雪游龙”向观众呈现了“中国速度”。

“相信4年后，我的竞技水平会大幅提升！”接受
采访时，王沛宣语气坚定。

雪橇项目在中国起步发展较晚。2015 年，中国
雪橇国家集训队开始组建，经过刻苦训练和大赛历
练，运动员在竞技水平上取得长足进步，赢得了参
加北京冬奥会的机会。虽然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不
小差距，但中国雪橇健儿对前景充满信心。

中国雪橇队领队王忠林表示，在北京冬奥会的
带动下，中国雪橇运动将取得长足进步。

与“雪游龙”相距不远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雪飞燕”，则见证了中国在高山滑雪项目上的突破。

2月7日，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徐铭甫冲过北京冬
奥会男子滑降比赛终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参加冬
奥会滑降比赛并完赛的中国选手。

“过去两年，我醒着时不是在滑雪，就是在练体
能。”徐铭甫说，“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
参加北京冬奥会，参与难度最大的高山滑雪滑降项
目竞争，全力实现自我突破。”

中国高山滑雪队领队刘祯直言，自己经常被中

国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感动。中国高山滑雪项目起步
晚、人才少，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和挑
战，不断取得进步。他说，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目标之
后，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借着
北京冬奥会的东风，中国高山滑雪运动前景光明。

成绩亮眼

2 月 7 日，17 岁小将苏翊鸣凭借一套高难度动
作，获得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
牌。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该项目比赛，就取
得如此喜人的成绩，赢得国际同行的称赞。

除了苏翊鸣，中国女子运动员也首次亮相单板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场。2月5日，小将荣格在单板
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出现失误，遗憾无
缘决赛，但这名19岁小将并不失落。

“能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与这么多世界一流水
平运动员同场竞技，我特别骄傲。”荣格说，坡面障
碍技巧的失利不会影响她接下来的表现。她正继续
努力，备战将于 2 月 14 日开始的单板滑雪大跳台比
赛——这又是一次首秀。

2月5日，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中国运动员孟
繁棋、褚源蒙、闫星元、程方明亮相冬季两项 4×6
公里混合接力比赛。这是该项目自 2014年索契冬奥
会成为正式项目以来，中国队首次派队参加。

冬季两项比赛中，选手身背长枪滑行，既要滑
行速度，又要射击准度。比赛中，4名中国选手默契
配合，最终名列第15名。

“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这个以前在国内
少有人知的项目，现在知名度明显提高了。”孟繁棋
说，“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参与进来，这将有力推
动中国冬季两项项目的发展。”

点燃热情

与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参加 5 个大项、12 个分项
和 53个小项相比，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上
增添了雪橇、冰球两个大项以及北欧两项等3个分项
的比赛项目。

“很多过去望尘莫及的项目，现在我们已经能昂

首挺胸地站上奥运会赛场。”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倪会忠说。

2月6日，刘荣胜在越野滑雪男子双追逐比赛中
获第38名，创造了中国选手在冬奥会该项目的最好成
绩。刘荣胜之前从事中长跑项目，过人的耐力让他在
越野滑雪长距离项目中凸显优势。倪会忠介绍，此次
参赛的中国队运动员中约1/5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
事冰雪项目训练的，他们就是“火种”，正在点燃人
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带动更多人踏冰逐雪。

冬奥会赛场上，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让人着迷。

在几天前举行的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
台比赛中，参与角逐的绝大部分是年轻选
手，而最终站上领奖台上的则清一色都是

“00后”小将。谷爱凌、苔丝·勒德就是其
中杰出代表，她们从跳台制高点踏雪高速
而下，之后转身腾空而起，宛如轻盈的飞
鸟，自由翱翔，再稳稳落下，激起的雪花
在阳光下灿烂发光。那一幕幕扣人心弦的
经典画面通过直播镜头，传播到全球各
地，展现的青春激情感染了无数观众。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等技巧项目，
是很多年轻运动员展现巧思与身手的舞
台。他们以青春的澎湃激情不断创新起跳
和空中翻转的动作，尝试更高难度的转体
姿态，探索转体周数的极限，甚至不断呈
现出别具一格、特色鲜明的个性化庆祝胜
利的方式。青春意味着活力与创造，也彰
显出他们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谷爱凌在
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她要发出光和热，在
推动冰雪运动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公益话
题，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然，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老将也不

遑多让。
在 2 月 7 日举行的高山滑雪男子滑降

比赛中，“30+”选手包揽了冠亚季军。其
中，41岁的法国选手约翰·克拉雷摘得银
牌，成为高山滑雪项目上年龄最大的冬奥
会奖牌得主。他笑称，自己的人生很特
别：学会走路晚、智齿长得晚、结婚晚，
冰雪生涯的“高光时刻”也姗姗来迟。

德国女子速度滑冰选手克劳迪娅·佩
希施泰因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满 50岁了，第
8 次参加冬奥会的她至今还保持着女子
5000米项目的奥运会纪录。虽然在此前举
行的女子 3000米比赛中成绩平平，但这位
冰面上的“不老传奇”仍收获了后辈的掌声。

每届冬奥会舞台上，总有一些老将在
灿烂地绽放后，精彩谢幕，我们在向他们致
敬的同时，也感慨于时光飞逝、沧海桑田。
每届冬奥会舞台上，总有一批新星诞生，我
们在向他们祝贺的同时，也抱有无尽的期
待和美好的祝福。既有后起新秀，也有前
辈宿将，这或许就是冬奥会的魅力所在
吧。正是一代代冰雪健儿奋勇拼搏的身
影，正是他们奉献的一幕幕精彩辉煌的瞬
间，使冬奥会生生不息、美不胜收。

新星与宿将
刘 峣

杨硕瑞站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出发点。透过雪
镜，不少人注意到她左眼红肿，眼角还有淤血。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三跳结束后，成
功晋级决赛的谷爱凌冲上前拥抱了杨硕瑞，两个中
国姑娘笑得都很甜。

摘掉雪盔，杨硕瑞左侧额头上挂着一片红色血
痕，左眼眉骨受伤，形成淤血。人们这才知道，她
在赛前训练落地时发生意外，导致左眼眼角摔伤。

眼看就要开赛了，杨硕瑞却被送上了救护车。
去冬奥会定点医院处理伤势，还是忍住伤痛，留
下来比赛？“没问题，我能比！”这位 1 个月前才
刚过完 18 岁生日的中国姑娘，心里其实早已作出
了决定。为梦想而拼搏的时刻就在眼前，杨硕瑞不
想错过。

左眼伤情确实影响了她的发挥，滑下跳台时甚
至无法看清地面。三跳结束后，杨硕瑞排名资格赛

第 20 名，未能进入决赛。比赛后，杨硕瑞经过治
疗，伤势已无大碍。

纵使脸上挂彩，少女依旧活力四射。“到医院缝
了两针，对接下来坡面障碍的比赛多少会有点影响，
但我会尽全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杨硕瑞说。

2月13日，这个带伤微笑的姑娘将在云顶滑雪
公园继续自己的冬奥征程。眼角的伤疤，是见证她
一往无前、不负汗水的金色勋章。

杨硕瑞：轻伤难碍雪上飞
本报记者 孙亚慧

2 月 9 日，中国选手赵
嘉文在参加跳台滑雪比赛。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2 月 8 日，中
国选手王沛宣在参
加女子单人雪橇项
目比赛。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2 月 8 日，中国
选手徐铭甫在参加高
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
转比赛。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微镜头微镜头

冰雪札记冰雪札记

2 月 9 日，斯洛伐克选手
彼得拉·弗尔霍娃获得北京冬
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回转项目金
牌。图为弗尔霍娃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2 月 9 日，美国选手琳赛·
雅各贝利斯获得北京冬奥会单
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项目冠
军。图为美国选手琳赛·雅各
贝利斯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摄

22月月 99日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男子大跳台比赛举行男子大跳台比赛举行。。图为瑞典选手图为瑞典选手
奥利韦尔奥利韦尔··芒努松在比赛中芒努松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续续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