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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 14
日电（记者陈地 卢星吉）14日
上午，因大雪推迟一天的北京
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
碍技巧资格赛在云顶滑雪公园
打响，中国选手谷爱凌凭借第
二跳的出色发挥，得到 79.38
分，以资格赛第三的成绩轻松
晋级次日决赛。

在经过接连两天的大雪
后，当日崇礼阳光明媚、万里无
云。通过抽签排序，谷爱凌第一
位登场，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硕
瑞也参加了比赛。

10 时许，第一轮比赛开
始。率先出场的谷爱凌在道具
区连续出现轻微的瑕疵，在跳
台区也并未选择难度太高的翻
转动作，首轮仅得到57.28分，
要想通过这个分数直接晋级决
赛存在一定难度。

第一轮此后登场的选手
中，在女子大跳台项目分获亚
军、季军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
和瑞士选手玛蒂尔德·格雷莫
德也接连出现失误。首轮过后，
谷爱凌仅位列第11名。

第二轮谷爱凌再次登场，

道具区的表现明显比第一轮稳
定，再随着两个 900 度的翻转
稳稳落地，79.38 分，谷爱凌凭
借第二轮的完美表现，最终以
资格赛第三的身份成功晋级。

圆满完成第二轮动作后，
谷爱凌心情轻松，在等待成绩
时吃起了随身携带的食物，

“这是我的早餐，韭菜盒子，哈
哈！现在我要去旁边训练我的
U 槽（U 型场地）啦。”谷爱凌
笑着说。

爱沙尼亚选手凯莉·西尔
达鲁发挥稳健，两轮得分均在
80分以上，第二轮更是凭借一
个 1080 的翻转动作，得到了
86.15分的全场最高分，以资格
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

赛后，西尔达鲁肯定了场
地条件，“这块场地真的非常
棒，而且昨天的降雪使着陆坡
软软的，很舒服”。西尔达鲁表
示自己并没有太去想夺金的问
题，而是喜欢享受比赛过程。

挪威名将约翰妮·基利两
轮比赛同样发挥出色，获得资
格赛第二名。中国选手杨硕瑞
排名第23位，无缘决赛。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

谷爱凌轻松晋级决赛

新华社北京2月 14日电
（记者高萌 赵建通 董意行 马
锴）在14日上午进行的北京冬
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
赛中，中国选手荣格上演逆袭，
最终排名第九，顺利晋级决赛。

在第一轮中，荣格发挥失
误，没能完成动作，仅获 10.75
分，排名倒数第二。

“我在比赛前幻想过无数
种可能，任何一个动作都有可
能失误，之前的比赛也经常是
第一个动作有失误。”荣格说。

在第一轮的失利后，这位
19 岁的小将立刻与教练沟通
并调整好心态，再度踏上赛场。

第二跳，她调整了难度，放
弃了原本想要做的外转900度

动作，求稳做出一个精彩的
720度动作，并斩获64分。

第三跳，顶住压力腾空，
在一个两周偏轴转体后空翻
成功落地之后，这位小将在一
片欢呼声中撞到围栏翻出了
赛场，“当时太激动了，没能控
制住速度”。

最终，凭借后两轮的精彩
表现，荣格以 129.75 分的成绩
拿到了决赛入场券。

谈及15日的决赛，她干脆
利落地说：“尽全力，放开了玩，
做到最好！”

当天资格赛，新西兰选手辛
诺特最终排名第一。日本队的三
位选手实力强劲，分别以资格赛
第二、三、五名晋级决赛。

小将荣格逆袭
晋级大跳台决赛

新华社长春2月 14日电
（记者张建 魏蒙）多位曾与苏
翊鸣一起训练的队友表示，苏
翊鸣在单板滑雪上取得的成功
不是偶然，背后是日复一日的
刻苦训练。预计在本届冬奥会
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上，
苏翊鸣极有可能展示 1980 超
高难度动作。

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
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中国
选手苏翊鸣夺得银牌。中国单
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
国家集训队原队员孙松表示，
苏翊鸣在单板滑雪运动上确实
有一定天赋，是这个领域难得
的优秀运动员，他的成功为单
板滑雪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
也给未来中国单板滑雪运动员
冲金夺银带来无限可能。

长白山万达泰格岭山地公
园见证了苏翊鸣的成长，也是
他起飞的“秘密基地”。目前，百

余位青少年运动员正在这里紧
张训练，挑战高难度动作，追逐
冬奥梦想。谈起苏翊鸣，除了对
他表示祝贺，运动员们十分佩
服苏翊鸣刻苦训练的劲头，认
为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长白山万达泰格岭山地公
园员工孙建军负责开雪地摩托
送运动员上山训练，他曾接送
苏翊鸣训练。“苏翊鸣刻苦训练
是出了名的，早上别人还没有
上雪道，他已经在上面了，别人
去吃饭了，他还在训练，劲头十
足。”孙建军说。

此前，苏翊鸣在奥地利斯
图拜滑雪公园的训练中，成功
完成内转 1980（转体五周半）
抓板的超高难度动作。

孙松等队友和一些运动员
预计，如果不出意外，苏翊鸣在
决赛中很有可能展示 1980 超
高难度动作，将最好的自己展
现给大家。

前队友谈苏翊鸣：

成功不是偶然
决赛或展示超高难度动作

2 月 14 日，中国选手徐
梦桃在比赛后庆祝。

当日，北 京 2022 年 冬
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

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
园举行，中国选手徐梦桃夺得
冠军。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

中国选手徐梦桃夺冠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来受到极
大关注。什么情况下“冰墩墩”可以
依法合规地使用，需要履行哪些手
续，遵守哪些规则？北京冬奥组委帮
大家进行了总结。

首先，吉祥物“冰墩墩”是北京
冬奥组委的重要财产，北京冬奥组
委对“冰墩墩”的形象依法享有著作
权、注册商标专用权、外观设计专利
权，对“冰墩墩”中英文名称还依法
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任何人
对“冰墩墩”形象或者名称的使用，
都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著
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比如，“冰墩墩”的形象作为美
术作品，北京冬奥组委的著作权是
受法律保护的，未经北京冬奥组委

许可，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使用该作品，更不得将“冰墩墩”的
形象进行歪曲、篡改等不当使用，按
照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除外。同理，
北京冬奥组委对“冰墩墩”的形象和
名称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外观
设计专利权同样受法律保护。对于
违法违规使用，北京冬奥组委有权
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北京冬奥组委对“冰墩
墩”的形象和名称除了享有传统的
著作、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以外，还
特别享有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对一
些重要的奥林匹克元素采取特殊的
保护措施，是我国所特有的，其源于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也体现了
我国对奥林匹克规则的尊重。目前，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公告总计63项
奥林匹克标志。这里既包括可爱的吉
祥物“冰墩墩”，也包括奥林匹克五环
图案、北京冬奥会会徽等标志。

奥林匹克标志的使用可以分为商
业和非商业两种情况。

一是商业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保
护条例》规定，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
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
奥林匹克标志。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形象和名称属于我国法律法规
确定的奥林匹克标志，未获北京冬奥
组委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
使用“冰墩墩”形象和名称。

目前，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
和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和官方赞
助商可以依法商业使用“冰墩墩”形象
和名称。此外，北京冬奥会特许经营生
产商和零售商可以依据北京冬奥会特
许经营计划生产和销售“冰墩墩”形象
和名称的特许商品。

二是非商业使用。机关法人、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事业单位等非
营利法人或者组织可以申请非商业使
用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申请

人申请非商业使用“冰墩墩”，应遵守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
委员会有关标志非商业使用规则》（冬
奥组委发〔2019〕19 号），登录北京冬
奥组委官方网站，搜索“有关标志非商
业使用规则”链接进入相关页面，按要
求填报材料，进行申请。

获得许可的使用人应当按照许可
的范围、签署的承诺以及北京冬奥组
委制定的技术规范使用“冰墩墩”，不
得实施任何侵害北京冬奥组委知识产
权的行为，也不得协助任何第三方实
施足以引人误认为其与北京冬奥组
委、北京冬奥会等存在特定联系的混
淆行为。

按照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
签订的《主办城市合同》的要求，北京
冬奥组委将于2022年12月31日之前
将“冰墩墩”所涉包括奥林匹克标志专
有权在内的所有知识产权转让给国际
奥委会。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冰墩墩”使用规范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张漫子）1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新
闻发言人、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
志成说，国家版权局开辟冬奥版权
登记保护绿色通道，为涉奥版权作
品提供快速便捷的版权服务，像现
在“一墩难求”的冰墩墩就受到包括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和专利、商标、版
权保护在内的“双重保护”。

张志成在 2022 北京新闻中心
举行的全面加强冬奥知识产权保护
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奥林匹

克相关的知识产权，承载着奥林匹
克文化，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是奥
林匹克运动的宝贵财富。做好冬奥
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良好赛会氛
围、保障赛会顺利举办的重要举措。
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奥林匹克标
志保护条例》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
的顺利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
年，中国政府对条例进行了完善和
修订，进一步将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相关标志纳入保护范围。
截至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63件

奥林匹克标志予以公告保护，推动及
时披露被许可人信息；对北京冬奥组
委提交的14件专利申请和315件商标
申请予以保护。国家版权局开辟冬奥
版权登记保护绿色通道，为涉奥版权
作品提供快速便捷的版权服务。

“‘一墩难求’的冰墩墩，既受到奥
林匹克标志保护，也同时受到专利、商
标和版权的保护，可以说是既穿着晶莹
透明的‘冰糖外壳’，也戴着严密无形的

‘知识产权保护罩’。”张志成说，全方
位、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网有力保护

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奥林匹
克文化和精神的传播与推广。

国家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持续
深入开展打击恶意商标注册专项行
动，先后对“北京2022”、北京2022年
冬奥会会徽和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
会徽等予以特殊标志保护，对北京冬
奥组委申请的“冰墩墩”“雪容融”等予
以商标注册保护，对其他适格主体申
请的“谷爱凌”等冬奥健儿姓名商标予
以注册保护。

加强冬奥知识产权保护！

“一墩难求”的冰墩墩受到“双重保护”

2月13日，一名志愿者在北京金马工业园仓库向
记者展示带有吉祥物元素的北京冬奥特许商品样品。

当日，新一批2000只“冰墩墩”毛绒玩具抵达位
于北京市顺义区的金马工业园仓库，将迅速投放市
场。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在现场介
绍，未来会持续对北京市场进行补货，逐渐满足消费
者们的购买需求。新一批“冰墩墩”毛绒玩具将优先满

足闭环内的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等人士以及在特许
零售店提前登记预订的消费者的需求，随着供应增加，
将缓解更多消费者短期“一墩难求”的情况。

在金马工业园仓库内，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还
展示了包括新春特别版“冰墩墩”毛绒玩具在内的更多
带有冬奥吉祥物元素的特许商品样品，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特许商品也将提高供应量，满足大众购买需求。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午后，北京冬奥会国家越野滑雪
中心的赛场上，吐尔松江·布尔力克换
好装备，开始在赛道中穿梭驰骋。

不过，此时正式比赛还未开始。
他的身份也并非像亲朋期待的那样
——以一名为国出战的运动员身份
现身赛场。

“我现在是赛事官方试滑员，负
责在赛前压实雪道、测试场地，及时反
馈问题，帮助运动员顺利完成比赛。”
他说。吐尔松江此前是中国越野滑雪
集训队成员，一直在为争取冬奥会参
赛名额努力。

冬奥会期间，他每天都会在收到
任务指令后奔赴赛场试滑。为保持自
身状态，他会在空闲时继续随队训练，
即使已确定无法登场。“我一直在为冬

奥会努力，失落是肯定的，但竞技体育
就是这样。”吐尔松江心中充满遗憾。

为备战北京冬奥会，2018 年，国
家体育总局大规模跨界跨项选拔人
才，并把选材范围扩大到专业队外。吐
尔松江曾经热爱自行车运动，“从上初
三拥有第一辆山地自行车开始，我就
开始在全国各地参加比赛”。

多年骑行取得了一系列傲人战
绩，更让他拥有强大的心肺能力和运
动耐力，这正是越野滑雪运动员必备
的素质，吐尔松江由此进入国家越野
滑雪集训队的视野。

虽然这一“跨界”让吐尔松江受到
不少质疑，但生性倔强的他依然信心
满满。

三年多来，吐尔松江随队南征北

战，而国家越野滑雪集训队在冬奥会前
集训的最后一站，正是他的家乡新疆博
尔塔拉自治州温泉县。如今，他早已在这
个边远小城声名远扬，不时还会有人打
听他的消息。

遗憾的是，中国出战北京冬奥会越
野滑雪最终名单里，并没有吐尔松江的
名字。他说：“队伍大名单出来前几天，我
心里就已经知道结果了，客观地说2021
年我的状态并不理想。”

随队离开家乡温泉县奔赴冬奥赛区
的那天，当地大雪纷飞。吐尔松江的同乡
牧民得知消息后，在离开县城的道路上，
手擎国旗，奔马相送。当时吐尔松江就在
车上，但彼时“梦碎”的他心情复杂。

他后来收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邀
请，和多名落选的集训队队友一道成

为官方试滑员。他说：“如果不能以运
动员身份参赛，那代表国家成为冬奥
会试滑员，为场上的运动员服务也很
光荣。”

看着队友和此前的对手在赛道上竞
相追逐，吐尔松江羡慕之余也更加专注
眼前的工作。

吐尔松江向记者表示，试滑在每场
比赛前进行，需要具备很强的责任心才
能保障比赛顺利进行。他将目标放在了
四年后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
会。“我要迈过瓶颈期，不然后面的比赛
会跟不上节奏。”

“越野滑雪训练给我打下了很好的
底子。下一个四年，我还会继续拼！”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孙哲 黄浩然

从西陲牧区到冬奥赛道
这位“95后”试滑员不简单

新一批
“冰墩墩”抵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