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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王沁鸥

7 日，当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徐铭甫
在北京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中冲过终点
时，中国高山滑雪运动也在这一刻取得
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是历史上中国选
手首次参加并完成奥运会高山滑雪男子
滑降的比赛。

高山滑雪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
明珠”。过去，中国选手只参加过冬奥会
上技术型的回转、大回转比赛，从未在速
度类的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比赛中亮相。
7 日，徐铭甫改写了历史。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高山滑雪速
度赛道上时，第一感觉是恐惧，因为过去我
从没在一百多公里的时速下练习过滑雪。
而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站在了世界最高水
平的赛场上。”24岁的徐铭甫赛后激动地
说，“为了这一刻，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今
天也算是给自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谈到此次参赛的意义，徐铭甫说：

“中国开展高山滑雪运动的时间比较晚，
但北京冬奥会为这一项目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契机。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相
信未来高山滑雪会在中国越走越好。”

北京冬奥会比赛如火如荼，随着赛程
的展开，越来越多项目迎来了中国运动员
的历史首秀。在本届赛事中，中国代表团
将在 35 个小项上实现参赛“零的突破”。
这个数字背后，是在北京冬奥会的推动下
中国冬季运动近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

举办北京冬奥会，中国志在推动冰
雪运动快速发展。本届赛事，中国代表
团派出 177 名运动员参赛，共获得 104
个小项、190 多个席位的参赛资格，占全
部 109 个小项的 95%以上，构成了史上
规模最大、项目最全的中国冬奥军团。

“作为第一个登上冬奥会舞台的中
国雪橇选手，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更
多人了解并认识雪橇这个项目，支持我
们中国雪橇队继续走下去。”在 5 日晚进
行的雪橇项目男子单人比赛后，中国选
手范铎耀这样说。

雪橇过去在中国是冷门项目，发展起
步晚，缺少专业场馆。随着冬奥会筹办，中
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在北京延庆区建
成。“这条赛道填补了中国缺少雪车雪橇最
高水平赛道的空白，将为中国选手在该项
目上的长足进步奠定基础。”范铎耀说。

在冬奥筹办过程中，冰雪运动不断
“南展西扩东进”，实现了冰雪项目水平
的快速提升和冰雪运动版图的大幅拓
展。据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倪
会忠介绍，此次参赛的 177 名运动员来
自全国 20 个省区市，覆盖区域北至黑龙
江省，南抵广东省，东临上海市，西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约有 1/5 的运动
员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事冰雪项目专
业训练的，雪上项目更是有近一半为跨
界跨项选材运动员，彻底改变了冰雪项
目仅仅依靠个别省份输送的情况。

“这些运动员就是‘火种’，他们将成
为各省区市参加全运会的基础力量，成
为未来的教练员、管理者，并且带动更多
的人来参与冰雪运动。”倪会忠说，“此外

在北京冬奥会的国内技术官员当中，有
大量参加过前期冰雪训练的运动员和工
作人员，他们也都是‘火种’。这些人将
使我们国家冰雪运动发展的基础更加深
厚，让冰雪运动的参与面更加扩大。”

不得不承认，在本届冬奥会的一些
“小众”项目上，中国运动员并不具备争夺
奖牌的实力，甚至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很
大差距。但诚如倪会忠所言，这些项目上
中国选手迈出参与的每一小步，或许将汇
聚成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一大步。

“近年来，中国滑雪运动员的水平取
得了很大进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更恰
当的训练和更多参加高水平比赛的机
会。”意大利籍滑雪教练弗朗茨·约瑟夫·
甘 佩 尔 说 ，“ 我 认 为 他 们 不 太 可 能 在
2022 年冬奥会上赢得奖牌，但他们可以
在未来培养出优秀的滑雪运动员，如果
一切顺利，也许五年后就能有所突破。”

（参与记者 卢羡婷 夏子麟 马
邦杰）

（新华社北京延庆 2 月 7 日电）

35 个项目首次参赛的背后
——北京冬奥会推动中国冬季运动跨越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沈楠 卢星吉 郑直

7 日中午，17 岁的中国滑手苏翊鸣开创历史，夺得中
国男子单板滑雪第一枚冬奥会奖牌。身披国旗，与两位
加拿大高手并肩站立，“小鸣”宣告了中国男子单板正式
跻身世界顶流行列。

这是中国民间单板 20 年的果实。21 世纪初，这项在
北美兴起的新潮运动开始在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民间爱
好者。他们大多是曾经的双板专业运动员或者雪友，靠
着互帮互助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外视频资料开始摸索
着学、摸索着玩，摸索着建场地、搞比赛、办培训。这个
圈子开始的时候并不大，几乎人人都认识小鸣，看着小
鸣长大。

苏翊鸣的家乡吉林省吉林市坐拥得天独厚的冰雪
资源，2004 年出生的小鸣从两三岁就开始由父母带着上
雪，培养了极为出色的雪感。尽管没多久“鸣哥”就成了
国内“天花板”，去国外训练、交流、找名师，但不可否认，
中国民间单板的兴起是苏翊鸣横空出世的土壤。

这是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交汇的果实。在2015年夏
天北京申冬奥成功的时候，年仅11岁的小鸣就确立了自己
的目标——苦练六年半，代表中国站上冬奥会的舞台。他

清楚地知道，这是属于他的最好的时间，而在家门口代表国
家去争取最高荣誉，也许是一生一次的机遇。

这是可贵的少年志气和魄力——放弃演艺生涯，更要
直面挑战极限的风险和伤痛。当国家跨界跨项集训队发出
召唤，他义无反顾加入。而队伍也在充分了解他之后给予
了这个少年宽松的环境和有力的保障，为他开辟了不同于
传统集训体制的训练模式。这使得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
和想法，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备赛和冬奥会积分赛中。

这样的方式，也更有利于他保持自己独特的运动风
格、运动气质，一种作为单板这项运动“灵魂”般存在的自由
洒脱。这也使得他更容易被国际单板圈所接受和认可。事
实上，多年辗转国外训练，跟国际选手相似的成长轨迹，流
利的英语，让苏翊鸣可以很好地融入国际圈。

这更将是中国单板滑雪新时代的开始。最近几年，
单板滑雪在民间“井喷”，各大雪场的单板爱好者比例直
线蹿升，在偏南方地区的新兴滑雪人口中，单板更占有
压倒性的比例。尤其是在少年儿童中，单板就因为一个
字——“酷”而受到热捧。相信在这些孩子当中，就会有
未来的冠军。

苏翊鸣在今天的一鸣惊人，是一个叹号，也是一个
逗号。他的冲天一飞，将在更多单板“娃娃”和少年心中
种下梦想，点燃希望。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起飞！中国单板滑雪开启新时代

新华社河北崇礼 2 月 7 日电 （记者 郑直
刘博 杨恺）7 日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
障碍技巧决赛第二轮，在“雪长城”赛道的最后一段
跳台区，首度参加冬奥会的 17 岁小将苏翊鸣冲天
而起，稳稳落地，以全场第一个 1800 度动作最终拿
下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北京冬奥会首枚雪
上项目奖牌，也是中国单板滑雪首枚冬奥会男子项
目奖牌。

经过 6 日的资格赛，12 名选手晋级决赛，苏翊
鸣凭借资格赛第一跳的 86.80 分排名第一晋级。决
赛按照资格赛晋级名次倒序出场，每位选手共进行
三次滑行，取三轮最佳成绩排名。出生于 2004 年
2 月 18 日的苏翊鸣是他们当中最小的选手，他用银
牌提前为自己送上一份成年礼。

相比于前一天的资格赛，选手们都升级了难
度，从第六个上场的埃米利亚诺·劳齐开始，成绩就
进入了 80 分区。苏翊鸣出发，依然是招牌式的前
空 翻 下“ 烽 火 台 ”，随 后 1440 接 1620 接 1620 完
赛。在等候区他继续向观众比心，但表情也有一丝
紧张。道具区表现不够亮眼，他拿下 78.38 分，暂时
名列第四。卫冕冠军、美国选手雷德蒙·杰拉德以
83.25 分领跑。

第二轮竞争进入白热化，加拿大选手马克斯·
帕罗特直接把比赛拉入 90 分区，以 90.96 分完赛，
也让其他选手压力陡增。苏翊鸣的偶像马克·麦克
莫里斯 1620 接 1440 接 1440，比上一轮降低了难
度但仍拿下 80.85 分，名次压住了苏翊鸣。

继续最后一个登场，苏翊鸣顺利到达跳台区，
起飞，1440、1620，全场第一个 1800 并稳稳落地！
他在一片雪浪中滑向终点，捂着脸躺在地上。裁判
打出分数，88.70！全场第二高分！

第三轮比赛，帕罗特选择了安全完赛，36.56
分；卫冕冠军杰拉德最高分停在第一轮的 83.25 分，
第十位出场的资格赛第三名菲茨西蒙斯连续三轮
失意，苏翊鸣已经确保领奖台位置。第 11 位麦克
莫里斯完赛后，大屏幕打出 88.53 分，现场提前爆发
出欢呼。最后一轮，苏翊鸣连续两轮祭出 1800，该
轮获得 66.58 分，银牌落袋。

“在比赛没结束那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会
发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要做自己最好的一面，把
自己最好的一套动作完成出来，这个是我今天最大
的目标，不管是在第几趟。”身披国旗，手握特别版
的“冰墩墩”，苏翊鸣的脸上写满幸福：“首先我要特
别感谢我的祖国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我，如果没有我
的祖国，我拿不了今天的成绩。其次就是我的家
人，我的每个朋友对我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父母
第一次带我尝试滑雪，可能今天我不会站在冬奥会
的舞台上，站在领奖台上。我特别要感谢所有支持
我关心我为我加油的人，这个成绩是我们大家一起
完成的！”

最终帕罗特、苏翊鸣、麦克莫里斯分获前三
名。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与大跳
台共用一个选手名额，此后苏翊鸣将前往北京，
参加 14 日在首钢大跳台开始的单板滑雪大跳台
比赛。

逆风起飞！苏翊鸣摘银创历史

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记者 高萌 赵建通）7 日上午，自由式滑
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
五，成功晋级决赛。

在首轮比赛中，谷爱凌凭借出色的左侧两周偏轴转体 1080 动作，获得
89 分，排名靠前。随后，受场地大风天气影响，她在完成第二跳的右侧偏
轴 900 动作时，速度降低，导致雪板掉落，出现失误。随后，根据场地条件
的变化情况，她迅速与教练沟通并调整了比赛策略，决定在第三轮中再次
尝试右侧偏轴 900。

谷爱凌赛后坦言，虽然在第三轮比赛前有些紧张，但自己并没有被压
力所影响，“我心里只想着，接下来这组动作我从 14 岁就开始做了，只要专
注做出来就好。”最终，她轻松完成最后一组动作，获得 72.25 分，以总分
161.25 分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

谷爱凌说：“一直以来，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来带动更多
人参与自由式滑雪，特别是青少年和女孩们。尽管能做一些高难度动作是
很酷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能与更多人分享这项运动，能让更多人体会这种
快乐，会更有意义。”

据她透露，目前自己的训练状态良好，希望能在 8 日的决赛中挑战更
高难度的动作。

同场竞技的 18 岁中国小将杨硕瑞最终排名第 20，无缘决赛。

新华社北京延庆 2 月 7 日电 （记者 夏子麟 王沁鸥
卢羡婷）1 分 56 秒 93，徐铭甫成功完赛——7 日，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雪飞燕”见证了中国高山滑雪运动员在冬奥会滑降
项目上的突破。

“在不到两分钟的比赛时间里，既要高速滑行、保持对身
体的控制，又要跳跃、过弯，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徐铭甫直
言，“还记得第一次站在赛道上时，内心 60%都是恐惧。”

的确，任何一个运动员在面对“雪飞燕”长约 3000 多米、
落差近 900 米、滑行速度可能超过每小时 140 公里的滑降赛
道时，都要拥有超常的勇气。

在北京冬奥会之前，还没有中国选手能够登上冬奥会滑
降比赛的赛道。7 日，徐铭甫和张洋铭这两个中国小伙子做
到了，他们开启了中国选手参加冬奥会滑降比赛的先河。

出发、滑行、跳跃、过弯⋯⋯跃过最后一个起跳点，冲刺、
加 速、过 线⋯⋯最终，徐铭甫排名第 36 位，最高时速达到
123.50公里。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中完
赛，也是中国选手首次站上冬奥会高山滑雪速度项目的赛道。

而张洋铭则略显遗憾，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男子大回转比
赛的他，在开始阶段出现失误，未能完成比赛。

徐铭甫完赛后第一时间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说：“首
先就是激动，咱们国家在滑降这个项目开展的时间比较短，
为了今天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能够完赛也算给自己交
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高山滑雪是雪上基础大项之一，其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
被称为“速度项目”，速度快、赛道落差大、长度长，因而训练
难度很高。在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之前，由于雪道建设有
限，人才储备相对较少，运动员缺乏甚至没有国际大赛经验，
中国高山滑雪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甚至也从未开展过
滑降和超级大回转的训练，速度项目是短板中的短板。

为实现全项目参赛，原本主攻高山滑雪技术项目的徐铭
甫，将速度类项目也纳入了备赛的重点。

艰苦地备赛冬奥给徐铭甫带来的改变很多：“这两年回
家次数少了，全身心备赛。人睡醒了，不是在滑雪，就是在练
习体能。准备了很多年，每一个项目都会全力以赴，挑战自
己的极限。”徐铭甫说。

头一次在冬奥会舞台上亮相，24 岁的徐铭甫略显紧张，
但是对中国高山滑雪的未来，他很有信心：“未来肯定会越来
越好，因为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们中国人愿意去尝试
的东西，如果在同一起跑线，将不输任何人。”

中国高山滑雪取得历史性突破男子滑降徐铭甫顺利完赛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6 日 电 （记 者
林德韧 赵旭）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项
目 6 日进行了两场比赛。面对强敌日本
队，中国女冰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通过
射门比赛以 2：1 击败对手，取下一场宝
贵胜利。传统豪强美国队则轻松地以
8：0 击败瑞士队。

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一波三折，
日本队第一节率先进球，中国队在第三
节扳平比分，常规时间双方战成 1：1 平
手。在 5 分钟加时赛过后双方进入射门
比赛。射门比赛中，中国队门将周嘉鹰扑
出了日本队全部 5次射门，中国队前锋米
勒打入致胜一球，最终中国队险胜对手。

根据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制，B组
的中国队、日本队、捷克队、瑞典队和丹麦
队将争夺 3个八强席位。本场战罢，中国
队积5分暂列小组第三，握有晋级主动。

中国女冰主教练伊达尔斯基表示：
“日本队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也展现出

强大的攻防转换实力，这是我们担心的地
方。但对于世界排名，并不需要过多担
心，因为一开球，排名本身不再重要，最关
键的是拼搏。本次参加冬奥会就是为了
证明，中国女冰是一支很好的冰球队。”

对阵瑞士队，实力上占据巨大优势的
美国队迅速进入状态，首节就取得了5：0的
领先优势。瑞士队在第二节加强了防守，
但美国队依然依靠凌厉的攻势再进两球。

进入末节争夺，双方体能都有所下
降，攻防节奏略有降低，美国队再入一
球，最终以 8：0 锁定胜局。

本场取胜后，美国队以 9 分领先少
赛 一 场 的 加 拿 大 队 3 分 ，排 名 A 组 头
名。三战皆墨的瑞士队则继续以 0 分在
本组垫底。

7日将进行4场比赛，中国队将迎战小
组赛最后一个对手瑞典队。瑞典队此前两
场比赛均告失利，士气正旺的中国队有希
望在瑞典队身上取分，锁定一个八强席位。

中国逆转胜日本 美国轻松赢瑞士

新华社北京延庆 2 月 7 日电 （记
者 王沁鸥 卢羡婷 刘扬涛）7 日，北
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项目产生首金。
瑞 典 选 手 莎 拉·赫 克 托 女 子 大 回 转 夺
冠。中国选手孔凡影、倪悦名分列第 40
和 44 名。孔凡影的排名是中国该小项
自温哥华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

女子大回转比两轮，两轮成绩相加
用时最短者获胜；第一轮没能完赛者不
能进入第二轮。赫克托首轮第一，第二
轮虽仅列第八，但仍以总成绩 1 分 55 秒
69 夺冠。平昌冬奥会该项目季军、意大
利选手费代丽卡·布里尼奥内获银牌，世
锦赛冠军拉拉·古特-贝赫拉米摘铜。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的情感，这一
天经历了太多了！”赫克托赛后说。上届
冬奥会她该小项仅列第十。

由于在国际雪联积分中排名靠后，
中国选手两轮出场顺序均靠后。第二轮
她们开始比赛时，雪面已被此前出场选

手的雪板多次刮过，雪况不如比赛刚开
始时理想。孔凡影赛后说，自己是“凭着
一口气儿”撑过终点的。

“我快冒烟儿了！累死我了！”孔凡
影说，“终点前已经没劲儿了，因为上面
冰棱子太多了，必须得用百分百甚至二
百的劲儿去踩。最后就是凭着一股信
念，一定要到终点！”

倪悦名是首次参加冬奥会，被问起个
人第一届冬奥会就在家门口比赛有何感
想，她说：“当然不一样，这是脚踏自己的土
地，我们是东道主，必须努力把训练水平
滑出来，展现高山滑雪运动员的风采。”

中国冬奥参赛史上在该项目中的最
好排名是 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第 38名。
此后三届冬奥会中均未进入前50名。

当天，卫冕冠军美国选手米凯拉·希
弗林在第一轮中摔倒，爆冷提前出局。
当天参赛的 82 名选手中有 33 人没能完
赛。

瑞 典 选 手 女 子 大 回 转 夺 金
中国创温哥华冬奥会以来最好成绩

2 月 7 日，意大利选手阿里安娜·方塔纳在夺冠后庆祝。当日，在首都体育馆举
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女子 500 米决赛中，意大利选手阿里安娜·方
塔纳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女子500米决赛：意大利选手阿里安娜·方塔纳夺冠

2 月 7 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资格赛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中国选手谷爱凌晋级女子大跳台决赛。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谷爱凌顺利晋级大跳台决赛

2 月 7 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
云顶滑雪公园举行。中国选手苏翊鸣夺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