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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实力 冲刺米兰冬奥

在“十四冬”单板滑雪公开组坡面障碍技巧比
赛中，北京冬奥会冠军苏翊鸣代表山西队出战，最
终获得冠军。这是苏翊鸣在“十四冬”夺得的第二
枚金牌，此前的单板滑雪大跳台决赛，他拿到了自
己的冬运会首金。

“通过这场比赛我学到了很多，心态上有更强
大的进步，我非常骄傲。”苏翊鸣说。决赛中，他
在首轮出现失误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次轮比赛以一
组高难度动作后来居上。

以冬奥会冠军的身份亮相赛场，苏翊鸣在赛场
内外备受瞩目。“现在有很多人把我当作学习的榜
样，所以我也要督促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作出表率。”苏翊鸣说，“十四冬”后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 2026 年米兰冬奥会，他希望能发挥出最好的
水平。

“十四冬”承担着提高中国冰雪运动国际竞争
力、发现优秀后备人才等重要任务。在北京冬奥会
之后，中国选手在优势项目上仍保持着较强的实力
和良好的势头。

在短道速滑赛场，一众国家队选手上演冰上的
速度与激情。男子项目，武大靖、任子威、林孝
埈、刘少昂、刘少林等冬奥会冠军悉数登场，孙龙
在个人和接力项目中独揽4金。女子项目中，臧一
泽、张楚桐、赵元微各摘1金。

中国男子花样滑冰领军人物金博洋也出现在
“十四冬”赛场。男单比赛中，他以较大优势摘得
金牌，延续了近期的良好状态。双人滑组合彭程/王
磊与冰舞搭档王诗玥/柳鑫宇也几无悬念地拿到各
自项目的冠军。

“能够鼓励自己坚持滑下来，我非常开心。”金
博洋说，“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努力，这种收获
让我感觉很幸福。”

在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赛场，世界冠军蔡雪
桐与刘佳宇分获冠亚军，两名“30+”老将仍在单
板赛场上奋战着。

“今年是我滑单板的第20年，我想多享受这个
项目给我带来的快乐。”蔡雪桐说，她希望有机会
参加米兰冬奥会，也希望看到更年轻的滑手集团式
地往上走。

在“十四冬”越野滑雪比赛中，王强独得5枚
金牌，成为本届赛事的“多金王”。这名31岁的老
将曾在北京冬奥会和越野滑雪世界杯上刷新中国越
野滑雪的最好成绩。

“我想让越野滑雪在国内发展得更好，让更多
人能够认识这个项目，参与进来。”王强说，“我会
把最好的技术都传授给年轻运动员，让他们进步得
更快。”

挖掘潜力 发现后备人才

“十四冬”自由式滑雪公开组空中技巧比赛爆
出了不大不小的冷门，冬奥会冠军徐梦桃和名将贾
宗洋都因失误无缘奖牌。女子项目，第三次参加全
国冬季运动会的老将孔凡钰圆梦金牌，男子项目的
冠军则属于19岁的小将陈硕。

在男子项目大决赛上，首次参加全国冬季运动
会的陈硕完成了难度系数 5.1的高难度动作，凭借
出色发挥平稳落地。

“我的诀窍就是反反复复地苦练一个动作，无
论什么样的天气和条件都在训练。”陈硕说。作为
体操跨项到雪上项目的运动员，陈硕近年来成长迅
速。2023年，他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分站赛上获得
银牌，在国际大赛上崭露头角。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的雪上王牌项
目。本届赛事，自由式滑雪公开组个人赛的奖
牌获得者均为 00 后选手，展现了项目发展的人
才储备。

本届“十四冬”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
滑冰、冰壶等冰上项目和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
跳台滑雪、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等雪上项目上广泛
设置青年组，以期为米兰冬奥会选拔人才，促进中
国冰雪运动的后备人才培养。

“十四冬”赛场涌现出不少富有潜力的年轻运
动员。21 岁小将班学福获得单板滑雪公开组男子
平行大回转冠军，他渴望获得参加米兰冬奥会的
机会；20 岁的刘梦婷包揽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
坡面障碍技巧 2 枚金牌；在短道速滑青年组女子
500 米项目比赛中，3 名运动员的成绩超世界青年
纪录。

在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公开组比赛中，12岁
的周苡竹获得第五名。年少成名的她曾在去年的冬
季激浪巡回赛上夺得亚军，在国际单板界一鸣惊
人。蔡雪桐评价周苡竹时说，她的滑行能力和风格
彰显她在该项目上的天赋。

“成为奥运冠军是我最大的目标，我相信自己
是独一无二的。”周苡竹说。

展现活力 助推冰雪发展

今年 18 岁的莫小雪来自重庆。2022 年，练习
竞走的她跨项加入越野滑雪队。“刚开始根本没有

听说过越野滑雪这个项目，到现在我已经爱上了滑
雪。”莫小雪说。

练习越野滑雪一年半就站上“十四冬”赛场，
莫小雪既紧张又兴奋。她的偶像和教练是同为重庆
人的王强。虽然目前的实力有限，但莫小雪希望未
来可以像教练一样站上国际赛场。

本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许多省份的代表团上
演“首秀”。除了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冬季项目
传统强省保持优势之外，上海、广东、浙江、四
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南方省区市也有金
牌进账。北京冬奥会对中国冰雪运动的引领带动作
用充分展现，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取得
扎实成效。

00后选手普蕊来自云南普洱，她在“十四冬”
自由式滑雪公开组女子障碍追逐赛上获得季军。
2018年8月，普蕊从跳高项目跨项进入冬季项目国
家集训队。“作为南方运动员，我在没有下过雪的
云南长大，如今却变成了专业的滑雪运动员。”普

蕊说，能够在“十四冬”站上领奖台，自己很幸
运，也很珍惜。

在赛事筹备过程中，内蒙古各地的冰雪运动基
础设施建设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冰雪产业红利不
断惠及百姓。

在“十四冬”开幕前，赛事主赛场和各分赛场
的场馆和赛道便向公众持续开放，让冰雪运动爱好
者享受优质的雪质和专业的设施。目前，内蒙古全
区共有冰雪运动场地122个，场地面积390.06万平
方米，其中滑冰场 79个、滑雪场 43个，年接待冰
雪运动爱好者近400万人次。

为了满足人们多元化的冰雪运动需求，内蒙
古在便民、利民、惠民方面下足功夫，助推冰雪
运动成为冬季全民健身新风尚。内蒙古自治区体
育局局长、“十四冬”组委会副秘书长杜伯军介
绍，2023 年冬季以来，内蒙古举办“冬运惠民”
系列赛事活动共 300 余场次，辐射带动健身爱好
者近500万人次。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闭幕

续写冰雪故事
再燃冰雪激情

本报记者 刘 峣

查漏补缺 完善技术

中国女队由孙颖莎、王艺迪、陈梦、王曼昱和陈幸同组成，她
们携手取得小组赛四连胜，以小组赛头名晋级。进入淘汰赛后，孙
颖莎、王艺迪和陈梦作为主力出赛，她们均以 3∶0 先后战胜泰国
队、韩国队和法国队。

然而，决赛赢得并不轻松。自2014年东京世乒赛至今，中国女队和
日本女队连续第五次在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展开较量。中国女队尽管再
次取得胜利，但过程波折，3∶2的比分也是这5次决赛交手比分最接近
的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为队伍拿到2分的孙颖莎说。

和两年前的成都世乒赛女团决赛相比，日本女乒这次派出全新
阵容。3名主力队员早田希娜、平野美宇和张本美和平均年龄只有约
20岁，且整体实力更均衡。日前，她们 3人入选日本女队巴黎奥运
会名单，参加本次世乒赛也积累了大赛经验。

中国队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也值得总结。印度队选手慕克吉手持
一面生胶、一面防弧胶皮球拍的特殊打法，让中国队很不适应，因
此出现了1∶2落后的局面。不过，孙颖莎及时调整，在第四盘扳平
总比分；王曼昱在决胜盘出场前通过录像研究对手打法，并在比赛
中逐步适应，最终赢得比赛。

在世界乒坛，不少队伍进步迅速，为项目发展带来生机活力。
面对挑战，中国队要在强化自身能力的同时积极应变。正如中国女
队主教练马琳所说，在这次比赛中发现问题、查漏补缺是好事，这
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备赛奥运会。

直面挑战 积累信心

中国男队由樊振东、王楚钦、马龙、梁靖崑和林高远组成，他
们同样以小组赛头名晋级。

男团半决赛，中国队与韩国队经历了 5 盘鏖战。2001 年大阪世
乒赛，中国队就曾在男团半决赛与韩国队打满5盘，当时刘国正在决
胜盘挽救7个赛点，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此番争夺，韩国队选手打
得更积极主动，攻击性强、变化多，中国队一度以0∶1、1∶2落后。

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在第二盘、第四盘成功扭转局面，
王楚钦在第五盘拼出了状态，最终赢下了比赛。面对对手的主场优
势，中国队沉着冷静，打出了风采。中国男队主教练王皓在赛后表
示，五盘对决让每个队员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战胜法国队，对手勒布伦兄弟的表现
值得关注。17岁的费利克斯·勒布伦近年来上升势头明显，目前男子世
界排名第六，是中国队之外排名最高的选手；20岁的艾利克斯·勒布
伦也曾战胜一众乒坛好手，实力不俗。本次比赛，他们帮助法国队
自 1997 年之后再次获得世乒赛团体赛奖牌。巴黎奥运会主场出赛，
他们对登上领奖台有更多期待。

男子乒坛的竞争向来激烈，但中国队凭借深厚的底蕴和综合实
力，不断克服困难。通过这次比赛能看到，樊振东在关键时刻敢打
敢拼，为队伍注入强大信心；王楚钦经历大赛洗礼，越发成熟，决
胜场次出赛发挥出色；马龙第九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九次帮助中
国队夺冠，展现了一名高水平运动员的坚持与奉献……每个人的全
力以赴，汇成梦想绽放的绚烂。

备赛巴黎 全力冲刺

在1988年韩国汉城奥运会上，乒乓球项目首次进入奥运会，改
变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以举办奥运会、世乒赛等大赛为契
机，WTT世界乒联相关职业赛事走进更多国家和地区，既为运动员
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也让乒乓球运动被更多人喜爱。

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5个月，冲刺的氛围与日俱增。今年1
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完成近期奥运积分赛事，在冬训阶段的后期
来到海南万宁封闭集训。队伍在密集的赛事中赛练结合、以赛促
练，在春节前后依然坚持训练不放松，为夺得釜山世乒赛团体赛双
冠奠定了坚实基础。

训练馆内，国旗高悬，巴黎奥运会倒计时时钟格外醒目，“补短
板、精特长”“自我加压、精雕细刻”等标语给人力量。集训期间，
队伍对整体管理和重点运动员训练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根据比赛情况和打法需要，队伍邀请了一些经验丰富的退
役运动员和省市队教练员共同备赛，提升了训练的
针对性。“这种传帮带的精神是国乒的
宝贵财富。”中国乒乓球队
领队何潇说。

包揽世乒赛男女团冠军

国乒在挑战中前进
本报记者 孙龙飞

近日，为期10天的2024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
体赛在韩国釜山落幕。中国乒乓球队连续11次夺得
男团冠军，连续6次夺得女团冠军，历史上第二十三
次捧起冠军奖杯斯韦思林杯和考比伦杯。中国队选
手樊振东和孙颖莎凭借出色的表现，分别获评男子
和女子最佳运动员。

这是巴黎奥运会前最后一次世乒赛，中国男队
和女队都派出了最强阵容参赛。从结果来看，中国队
用实力捍卫荣誉，增强了前进的信心和动力；从比赛
过程来看，来自其他协会队伍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少
年轻选手崭露头角，带来不小挑战。

2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下称“十四冬”）在内蒙古落下帷
幕。作为北京冬奥会后中国首次举办的
全国冬季项目大型综合性赛事，“十四
冬”展现了冬奥会两年来中国冰雪竞技
的成长、冰雪产业的发展，书写着中国
冰雪运动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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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赛选手在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图②：周苡竹在单板滑雪公开组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比赛中。
王晓博摄（人民视觉）

图③：苏翊鸣在单板滑雪公开组男子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图④：参赛选手在短道速滑公开组男子1000米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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