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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出租
北苑厂一楼860㎡13357037836
北苑 2400㎡1 楼 600㎡13957919797
北苑1楼630㎡4楼1800㎡13705792065

义东出租
廿三里饰品园整栋 4500㎡厂
房另配宿舍食堂 13362968893

义北出租
苏溪高速口写字楼厂房 13957955766

版面中的房产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转让
上溪旁厂房租或售13819994567

理财投资
出资合作炒股
13706899999

东阳出租
东阳厂房出租1480㎡18857933788

遗失
●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张思村虞

雷声遗失 2021 年 6 月 16 日开具

的义乌市村经济合作社收款收

据 一 份 ，编 号 ：0105252，内 容

2021 年生态效益补偿款，金额

6272元，声明作废。

●遗失货代提单两套（三正三副），

提 单 抬 头 Eternity Int'l Freight

Forwarder (Shenzhen) Ltd. 提单

号 分 别 为 NGX60362037/

NGX60362036，声明作废。义乌优

腾进出口有限公司

“有面儿不爸？”
“儿子，你太牛了，那是相当

有面了。”
“我当时根本就没想成绩啥

的，我就寻思只要中国能拿冠军
就行。”

8 日，李文龙的父亲李居琨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向记
者展示了他和儿子的部分聊天记
录。就在一天前，青岛选手李文龙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短 道 速 滑 男 子
1000米决赛中获得银牌。

“他觉得自己能进决赛就已
经赢了，因此并不是特别在意自
己是否拿牌，而是反复说‘要力保
两个哥哥，力保我们中国拿到冠
军’。”李居琨说。

站上了领奖台的李文龙迅速
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作为父亲，李
居琨却怎么也忘不了，10年前又
瘦又小的李文龙第一次上冰时的
磕磕绊绊。

李居琨告诉记者，李文龙上
小学时喜欢轮滑，后来练了不到
半年时间，李居琨就把11岁的李
文龙送到青岛，投到刚刚组队不
久的杨占宇、刘晓颖门下。

“ 我 记 得 特 别 清 楚 ，那 是
2012年11月11日。到了队里，教
练问孩子上没上过冰，我说冬天
老家农村的河上有冰。”李居琨回
忆道，那时候李文龙实际没怎么
真正滑过冰，最多只有半年不到
的轮滑经验。后来教练让孩子上
冰试试，结果李文龙一上冰就绊
绊磕磕的，教练当时委婉地表示

“先让他在场地边上自己溜达着
玩吧”。

第一天的训练结束后，瘦小
的李文龙累得哭了，李文龙的妈妈也跟着哭。但即便如此，
李文龙还是不顾父母的劝说，坚决要留在队里练习滑冰。

这一练，就是10年。
在李文龙的教练刘晓颖看来，李文龙能站上冬奥会领

奖台，是他10年勤学苦练的结果。
“这孩子讲大局、有韧劲、能吃苦，这孩子的成功绝非偶

然。”刘晓颖说，李文龙常常在训练中为队友打配合，当“配
角”也少有怨言，非常有团队意识、大局意识。

刘晓颖告诉记者，她带队伍非常严格，对队员的要求很
高，但李文龙却很少受她批评。“李文龙经常说自己一到冰
场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确实就是这样，训练刻苦，执行教
练命令很坚决，也很到位，是个很靠谱的孩子。”刘晓颖说。

新华社青岛2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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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在这一刻被改写。
赛后，24岁的徐铭甫在回忆自己为

此付出的努力时说：感觉过去两年自己
醒着时，不是在滑雪，就是在练体能。脑
海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参加北京冬
奥会难度最大的滑降比赛。

下午，女子大回转比赛结束后，站
在小海陀高山滑雪赛道旁，中国女子选
手孔凡影还记得当初自己摔得最惨的
那次。

“人都摔到赛道护网外面去了，我
害怕啊。嘴里咬了舌头，出血了。”

“我坐在那里哭，感觉有点委屈。练
这个项目，给自己摔破相了。后来歇一
歇，爬起来又去滑了。”

那次训练异常艰辛，孔凡影没有放
弃。这是中国高山滑雪队为了实现北京
冬奥会高山滑雪全项目参赛目标，过去

四年多努力拼搏的缩影。
据介绍，中国高山滑雪运动员过去

主要参加冬奥会回转和大回转技术型项
目比赛，从来没有在滑降这一速度型较
量中亮相，但曾参加过冬奥会超级大回
转比赛。

中国队领队刘祯说，速度项目是最
难的，一路走来，充满艰辛。“我们竞技人
才少，起步晚，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挑
战，不断进步。我也经常被运动员们的拼
搏奋斗感动，他们确实很不容易。”

欧美选手很少兼练技术和速度型项
目，但中国滑雪队受限于人才稀缺，只能
从技术型项目选拔合适的运动员来练习
速度型项目。

刘祯说：“我们人才紧缺，只能兼项，
这确实很为难我们运动员，但必须要走
这一步。如果不走这一步，就很难迈出下
一步。”

高山滑雪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是高危
项目，无论比赛还是训练经常出现伤情。
刚开始训练时，徐铭甫摔断过肩骨，他的

队友张洋铭摔断过腿。
“高山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需要

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心理素质。”刘祯
说，“在比赛和训练中受伤，是常有的
事情。”

艰苦奋斗，玉汝于成。中国选手
终于实现了参加冬奥会滑降比赛的
目标。

7日，徐铭甫结束男子滑降比赛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送他一块签名手
表，表示：中国运动员完成滑降的比赛很
不容易，希望后面的比赛更加努力。

刘祯认为，中国高山滑雪之所以能
取得突破，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
条件。

天时，是基于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
赛目标，国家为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提供
完备的保障条件；地利，是在家门口作
战；人和，是所有参与者的团结拼搏，为
了实现参赛目标而心无旁骛地奋斗。这
无疑是最重要的。

北京冬奥会不但为中国高山滑雪实

现突破提供了契机，也为今后持续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刘祯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将为高山滑雪培养大量的后备人才，北京
冬奥会还将为中国留下世界顶级赛道。这
条赛道不但可为中国选手提供训练场地，
而且可以举办世界杯和世界锦标赛等顶级
赛事，创造中国选手和外国顶尖选手交流
的机会。

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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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和国外顶尖选手之间还存在
巨大差距。

但借着北京冬奥会的东风，中国高
山滑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进步，未来前
景光明。

刘祯说：“我们在北京冬奥会赛场取得
了良好开局，坚定了一往无前的信心。我们
要一场一场地干，一场一场地拼。为了国家
荣誉，我们全力以赴！”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马邦杰 王沁鸥

事在人为，中国高山滑雪取得历史性突破

2月8日，工人在特许生产商的车间里包装“冰墩墩”。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日引爆购买潮，导致

“一墩难求”。位于江苏省启东市的一家特许生产商加紧
开工生产，保障冬奥会特许商品的供应，努力满足广大消
费者的需求。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特许生产商
加紧生产“冰墩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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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风将谷爱凌托起，扬起她
的号码服，雪服后背的“中国龙”被阳
光照亮，就像印在了天空。

驭雪而下、跃入空中、翻转两周、
转体 1620……3 秒钟后稳稳落地，谷爱
凌大声尖叫着，双手抱头，又捂住脸
颊，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做到了这一切。

转体 1620，是目前自由式滑雪大
跳台女选手能做出的最高难度动作，
而她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北京冬奥会的
决赛最后一跳！

蹲坐数秒后，谷爱凌起身等待分
数，嘴中呢喃着“我要哭了、我要哭
了......”。在她的身上，这并不常见，即
使第二跳后落后对手很多，她也是面
带微笑。

“这是一场让人难以呼吸的比赛。”
现场观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

是的，在冬奥会的决赛中，没有人
会有一丝保留。

第一跳，法国名将苔丝·勒德就完
成了最难的转体 1620，这是她在世界
极限运动会上的夺冠动作，也让她以
94.50分获得领先。

按照规则，将选手三跳成绩中择
较高两次相加，即为总成绩。两跳之
后，谷爱凌列第三，落后苔丝 5.25 分。
看似毫厘之差，但在高手之间，这分差
并不小。

94.50 分！第三跳最终分数公布后，
谷爱凌反超对手 0.75，暂居第一。她双
膝跪地、以手掩面、仰天而泣，欢呼和掌
声淹没了她，但此时金牌还不属于她。

或许有压力、或许状态不佳，苔丝
最后一跳完成了空中动作，但落地时
重心不稳。微瑕掩瑜，73.50 的最后分
数像是抽走了她的力气，苔丝蹲在地
上抽泣起来。

金牌到手的谷爱凌没有离场，而

是走到对手身边，轻抚苔丝的后背进行
安慰。

“我想告诉她，金牌的一部分也属于
她。”谷爱凌说，是对手促成了她完成转
体1620。

第二跳后，谷爱凌的妈妈曾打电话
建议她选择更稳妥的转体 1440，至少确
保银牌。

“妈妈，我不要这样做。”“最后的选
择是你的，这是你的比赛，好好享受它。”

比赛时习惯戴耳机听歌的她换了首
音乐，侧身停在雪坡顶端，微微转动身
体，在脑中预演着将要尝试的全新动作。
然后，身背“中国龙”的少女跃向蓝天、冲
向未知！

这当然是个有风险的选择。
但她说：“这是冬奥会，全世界都在

看着，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秒钟去代表体
育精神。我一直说，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
打败其他选手，我只想去打破自己的界
限。”这个天才少女，在人生重要时刻对
自己初心的坚持，为奥林匹克格言“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写下朴实注脚。

腾空只有短短3秒，等待却已十多年。
这一跳，谷爱凌跳出了新的自己，跳

上了冬奥会最高领奖台。这一跳，也让中
国时隔 16 年后，收获了雪上项目历史第
二金！

“在这里赢得金牌是最大的荣誉、最
大的梦想。”谷爱凌说，“我感谢国家为这
届冬奥会所做的一切。”

把金色的“中国龙”绣在比赛服上是
谷爱凌自己的创意，她说，想让世界看到
和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今天，她和“中
国龙”一同在北京的空中腾飞，与五环标
志同框！这一画面将永远定格在冬奥会
的历史上，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马锴 董意行 高萌

她她把“中国龙”
印上天空

8 日，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北京
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
中，谷爱凌上演超级大逆转，奇迹般
夺冠。

谷爱凌拿到的这枚金牌意义非凡！

这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奥会历
史首金，是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雪上
项目首金，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在冬
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创造历史！谷爱凌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奇迹逆转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