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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王恒志 张泽伟）7日的单板

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获得亚军的苏翊鸣为中国赢得

单板滑雪首枚冬奥奖牌，小将苏翊鸣领衔一众中国选手继续

在冬奥赛场上创造历史。而在首都体育馆里，中国短道队为

中国军团再添一金，任子威获得男子1000米冠军。

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时默默立下的誓言，如今已

经成真——他不仅代表中国参加了冬奥会，还站在了冬奥赛场

的领奖台上，为中国冬奥历史写下新的篇章。凭借稳定的表

现、全场第一个1800度动作，苏翊鸣在7日的单板滑雪男子坡面

障碍技巧决赛第二轮拿到88.7分，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

包括单板滑雪在内，中国军团在北京冬奥会全分项参赛，

有太多的“第一次”——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24岁
的徐铭甫成功完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17岁的何金博完成了

个人最高难度动作；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21岁的王沛宣上演

首秀……虽然成绩难称出色，但他们都在各自项目填补了中

国冬奥参赛历史的空白，而且，正如徐铭甫所言：“未来肯定会

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备受期待的谷爱凌也迈出了自己冬奥会的“第一步”。她

的梦想不止奥运金牌，她说，能影响、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滑

雪，是比她自己一个人“在空中翻跟头”更重要、也更酷的事儿。

这样的梦想，24岁的爱尔兰雪橇手埃尔莎·德斯蒙德一定

特别理解。自从9岁立志成为雪橇手并踏上奥运会的舞台，她

用了15年，成为爱尔兰史上首位雪橇运动员、以一己之力创建

爱尔兰雪橇协会……直到今天，她终于站在了冬奥会的赛场

上。虽然排名靠后，但她说，希望有更多孩子在看到她的比赛

后，能像当年的自己那样投身雪橇运动。

有梦想就有奇迹，奥运赛场从来不缺传奇。和苏翊鸣一

同站上领奖台的两位加拿大名将都堪称传奇，获得冠军的马

克斯·帕罗特在平昌冬奥会后确诊癌症，但他战胜了病魔，在

2021年夏季之前开始恢复训练，再度站上奥运赛场；获得第三

名的麦克莫里斯则是连续三届冬奥会铜牌得主，他也遭遇过

几致丧生的事故，但又顽强回到了赛场。而在高山滑雪赛场，

41岁的法国老将约翰·克拉雷用一枚银牌证明了什么叫老当

益壮；荷兰老将伊琳·伍斯特打破奥运纪录卫冕速度滑冰女子

1500米，这也是即将年满 36岁的她获得的第 12枚冬奥奖牌；

意大利选手丰塔纳也拿到个人第 10枚冬奥奖牌，当日她获得

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

中国短道队也在继续书写传奇。继拿到本届冬奥会中国

首金后，7日的首都体育馆再传捷报，任子威获得男子 1000米
冠军。当日的短道速滑比赛异常激烈、犯规频发，从 1/4决赛

到半决赛再到决赛，几乎每场比赛都要经过裁判的判罚才能

决定名次。中国队三名选手悉数晋级男子 1000米决赛，而世

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全部出局。决赛中匈牙利队的世锦赛冠军

刘少林虽然率先撞线，但经裁判反复研判，刘少林最终因“同

一组比赛中两次犯规”被出示黄牌，任子威升至第一，和队友

李文龙包揽冠亚军。

中国女子冰球队 7日晚没能创造历史，在以 1:2不敌瑞典

队后，她们仅剩理论上晋级八强的可能。

中国冰壶混双组合当日以一场失利结束了冬奥征程，有

意思的是，赛场外的中美“徽章外交”还没结束，美国队员普利

斯说，他们还没准备好回赠给中国队的礼物，要回奥运村好好

找找。看来，中国队送的“冰墩墩”徽章真的送到了心坎上。

说到冬奥吉祥物“冰墩墩”，绝对是冬奥会开幕以来的“抢

手货”，现在全国上下一“墩”难求，连海外网友都想要一个。

“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说：“做‘国潮’要真正地读懂中

国，‘向过去要未来’。”

北京冬奥会7日共产生9枚金牌，瑞士、瑞典、荷兰、德国、

加拿大、斯洛文尼亚、中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奥委会各得 1金，

金牌榜上瑞典队3金排名首位，中国队2金2银排名第四。8日
将产生10枚金牌。

苏翊鸣创历史 短道队再收金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董意行
姬烨 何磊静）在7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新

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杨树安

表示，自比赛正式开始以来，北京冬奥会赛

事组织进展顺利，并获得各方交口称赞。

杨树安表示，冰上、雪上的竞赛场地都

得到了世界知名运动员和国际单项体育联

合会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无论是北京、延

庆还是张家口赛区，大家都给予了高度评

价，认为我们这个场地非常好，完全达到了

冬奥会的标准。特别是高山滑雪的场地，

运动员认为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最具有

挑战性的场地之一。”

据杨树安介绍，本届冬奥会新增运动

项目都是基于以下原则：对青少年有足够

的吸引力，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国际化

程度，符合国际奥委会关于缩减办赛成本、

降低办赛复杂性的总体原则，以及提高女

性运动员的参与度。

据悉，北京冬奥会一共有 286名国际

技术官员参加竞赛组织工作，同时还有

1879名国内技术官员参与冬奥会相关技

术工程。“为了组织好北京冬奥会，我们和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就每一个技术细节进

行了充分研究和沟通。”杨树安说，“这是对

我们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通过北京冬奥

会使我们一大批国内技术人员得到了很好

的锻炼，这是一个积累经验、学习提高的过

程。”

杨树安表示，北京冬奥会为我国冬季

运动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并将助力培

养更多优秀的技术人员。

据外媒报道，2月 5日的女子 3000米速度滑冰比赛

在荷兰的收视人数超过了东京奥运会任何一场比赛。

当日也是冬奥会史上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一天，观众们

共计观看了3.23亿分钟的冬奥会比赛。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赵建通 高萌）在 7日举行

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资格赛中，中国选

手谷爱凌在第二跳出现失误的情况下，第三跳发挥出色，最终

有惊无险地晋级决赛。谷爱凌赛后表示，第二跳的失误是受

到了风的影响，8日决赛会做出更高难度的动作。

“没想到第二跳的时候风开始往上刮，所以我慢了一些，

（落地时）雪板掉了！”谷爱凌赛后解释说。第一跳结束时谷爱

凌暂时排名第三。第二跳落地失误，教练随即对谷爱凌的雪

板以及第三跳动作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第三跳，谷爱凌依然是第五个出场，当她出现在助滑区出

发点时，观众们爆发出了全场最热烈的欢呼。又是第二跳没

有成功落地的偏轴转体 900动作！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干净、

利索的落地。随着谷爱凌落地的，还有在场所有中国观众、记

者们悬着的心。

72.25分！掌声与欢呼再次响起。看到分数能够基本确

保晋级后，谷爱凌摘下深蓝色头盔，对着转播镜头露出了微

笑。

“第三跳900的动作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14岁的时候就

会做，所以我不去想压力的事，就想动作好好去做，然后能落

地进决赛就行了。”她说。

谷爱凌表示，资格赛按照计划，应该是先做 1080，然后

900，最后 1260，但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风影响了计划。“我其

实这几天训练得还不错，挺高兴的，也挺满意的，所以希望明

天能做出更高难度的动作。”谷爱凌说。

值得一提的是，谷爱凌还在混合采访区向一众媒体展示

了自己设计的“人中之龙”的雪服。在这件黑色雪服的胸前，

她的名字拼音“GU AILING”，在五星红旗下方闪闪发光；背

后则是一道金色的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一直特别关注时尚，自己也是模特，我想把中国的元

素带到世界、带到自由式滑雪中去！”谷爱凌说。

有惊无险晋级决赛！

谷爱凌：决赛会拿出高难度动作

2月7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后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新华社长春2月7日电（记者 张博宇 王帆）在7日结束的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首次参加冬奥

会的 17岁小将苏翊鸣在“雪长城”赛道上冲天而起，以全场第

一个1800度动作拿下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一枚创造历史的银

牌。

在赛道起点，此次比赛的赛道长毛德昌见证了苏翊鸣在奥

运赛场上的一鸣惊人，他也不由地回忆起训练时，这个执着少

年的一次次飞翔。毛德昌还是长白山泰格岭山地运动公园的

负责人，苏翊鸣曾长期在公园训练。

“翊鸣 7岁的时候就在公园参加训练了，作为公园的负责

人，我看到了他比其他人付出的更多努力。”毛德昌说，“别人练

习20趟，他就要滑40趟。”

执着与勤奋让这个颇具天赋的少年走得更远。2017年，在

泰格岭山地运动公园的场地上，年仅 13岁的苏翊鸣就完成了

第一个 1440度动作。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挑战更高难度

的动作都是一次需要做足准备的尝试。“为了保证翊鸣打开动

作时的安全，我们把国内的场地塑形高手都请了过来，做到尽

量标准，保证安全。”毛德昌说。

“今天的公开练习他是第一个到的，早早就调整好了状态，

稳稳完成了今天全场第一个1800动作，非常漂亮！”毛德昌说，

“在赛场上，他表现出的沉稳不像是一个才17岁的孩子。”

毛德昌告诉记者，如今，在山地公园还有近 300个孩子在

刻苦训练，他们期待着追随苏翊鸣的脚步，冲击中国滑雪运动

的更高水平。

“ ”惊人背后，是执着飞翔的少年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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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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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王镜宇 王春燕 朱翃）

中国选手任子威 7日晚夺得北京冬奥会男子 1000米金牌

之后说，他觉得成为冠军的最重要的特质是要有一颗“勇

往无前”的心。

当晚的比赛之后，任子威流下了热泪。他说：“我觉得

控制不住了。其实我一直都想，因为我后面的比赛比较

多，我希望尽量放平心态、调整状态，但是真的就是绷不住

了。到那个时候没法控制自己的心态。”

匈牙利选手刘少林决赛被判犯规。谈到冲刺时与刘

少林的身体接触，任子威说：“这个冲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

是拼尽全力去冲了。因为是最后一刻，我们两个都拼到了

最后。”

意外获得银牌的李文龙说，自己当天是超常发挥。他

在赛前想的是进一轮是一轮，帮助两位哥哥（任子威和武

大靖），能帮到他们就已经开心了。

2月7日，任子威在比赛后庆祝。新华社记者 熊琦/摄

任子威：冠军要有勇往无前的心

——“现在一‘墩’难求，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冰墩墩’。”
背景：比完跳台滑雪，记者问 17岁的中国小将彭清玥这

次冬奥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评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等他回来，我要给他做他最喜欢的锅包肉、鱼香肉
丝和韭菜合子，我要练成大厨一样，换着样地做。”

背景：任子威夺得短道速滑男子 1000米金牌，在家中见

证了这一荣耀时刻，母亲李艳激动地流泪了。

评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

——“因为主场是在北京嘛，就要滑一些咱们中国人的东
西，就像在家请客吃饭似的，客人来了，就做一些中国菜出
来。”

背景：花样滑冰团体赛冰舞自由舞比赛中，王诗玥/柳鑫

宇的节目极具中国特色，服装设计灵感来自《千里江山图》。

柳鑫宇说，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风。

评论：为什么每一条看着都这么有食欲。

——“那是因为我没戴帽子。那天上午我比了团体赛韵
律舞，头发抓得特好看，我戴帽子的话，会把头发压了，所以就
不戴了。然后一出场就看到我了，所有人都戴帽子，我一不小
心就火了。”

背景背景：：还是柳鑫宇还是柳鑫宇，，开幕式结束后他在网上火了开幕式结束后他在网上火了，，网民直网民直

呼呼““帅帅””。。对此对此，，柳鑫宇如此解释柳鑫宇如此解释。。

评论评论：：明白了明白了，，托尼老师我来了托尼老师我来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文娴丁文娴 王恒志王恒志 张泽伟张泽伟））

“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冰墩墩’”
安徽工人日报社拟通过记者证年度核验人员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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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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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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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将汇聚成中国成中国

冰雪运动发展的一大步冰雪运动发展的一大步。。

““近年来近年来，，中国滑雪运动员的水平取得了很大进中国滑雪运动员的水平取得了很大进

步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更恰当的训练和更多参加高水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更恰当的训练和更多参加高水

平比赛的机会平比赛的机会。。””意大利籍滑雪教练弗朗茨意大利籍滑雪教练弗朗茨··约瑟夫约瑟夫··甘甘

佩尔说佩尔说，，““我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在我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在20222022年冬奥会上赢得年冬奥会上赢得

奖牌奖牌，，但他们可以在未来培养出优秀的滑雪运动员但他们可以在未来培养出优秀的滑雪运动员，，如如

果一切顺利果一切顺利，，也许五年后就能有所突破也许五年后就能有所突破。。””

新华社北京延庆新华社北京延庆22月月77日电日电（（记者记者 刘扬涛刘扬涛 王沁鸥王沁鸥））

35个项目首次参赛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