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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2月15日电（记者
颜麟蕴 邵美琦）15日，17岁小将苏
翊鸣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
跳台比赛中夺得金牌。就在一周前，
他刚刚为中国获得首枚冬奥会男子
单板滑雪奖牌。“太激动了！为他感
到骄傲！”苏翊鸣的“叔叔”刘伟说。

苏翊鸣 2004 年出生于拥有丰
富冰雪资源的吉林省吉林市，从小
跟着父母滑雪。吉林蜂巢俱乐部创
始人刘伟和苏翊鸣的父亲是吉林市
最早的一批滑雪发烧友，也是多年
好友，他称苏翊鸣是“特别有灵性的
小孩”。

“那时国内单板滑雪刚起步，滑
雪的人不多，孩子更少。苏翊鸣4岁
就跟着我们大人滑，接触第二年就
能做转体动作，我们经常教他一些
技巧。”刘伟笑着说，“后来没几年，
他的水平就超过了我们大人，我们
都要向他讨教。”那时的苏翊鸣只有
11岁左右。

刘伟回忆称，当年还没有成熟
的滑雪培训机制，小鸣就经常参与大
人的比赛，一点都不畏惧。“他的滑雪
动作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稳，失误率
很小。”刘伟说。对于苏翊鸣在北京冬
奥会上创造历史的出色表现，刘伟认
为，他才17岁，未来不可限量。

被称为“银发单板侠”的张亦
兵是苏翊鸣的雪友“大爷”之一。今
年 60 岁 的 他 依 然 坚 持 练“ 大 跳
台”。他见证了苏翊鸣 9 岁时第一
次在雪上翻“前空翻”。张亦兵表
示，苏翊鸣从小是在热爱滑雪的父
母的熏陶下长大的，他的成功得益
于父母和其周围的叔叔大爷们对
他的正确引导。

据介绍，苏翊鸣在14岁时决定
成为一名职业单板滑手。父母尊重
他的决定，信任他的能力，并且尽全
力去支持他热爱的事情。

“单板自由式是一项极限运动，
也正是源于对这项运动真正的热
爱，才支撑着他完成一个又一个高
难度动作。”张亦兵说，他相信苏翊
鸣的突破对中国单板滑雪运动来说
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
雪场，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发
烧友正在这里度过快乐的雪季，在
苏翊鸣曾经滑过的雪道和“滑雪公
园”里体验冰雪乐趣。

“如今中国的滑雪产业发展越来
越红火，滑雪场设施这么好了，越来
越多比当年苏翊鸣还小的孩子开始
系统学习滑雪。我相信中国的滑雪事
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张亦兵说。

苏翊鸣“叔叔”：

以前我们教他
后来他教我们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15日
电（记者卢羡婷 王沁鸥）15 日，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再次
上演“神仙打架”，在北京冬奥会
高山滑雪女子滑降比赛中，瑞士
选手科琳娜·苏特力压卫冕冠军
索菲亚·戈吉亚等名将夺冠。中国
选手孔凡影顺利完赛，创造了中
国在这个项目的冬奥会历史。

低温、大风天气是对选手的
重大考验。原计划于11时开始的
女子滑降比赛由于天气原因推迟
半小时开赛，比赛过程中起点的
温度均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

当天最后一位出场的中国选
手孔凡影克服天气影响，以1分44
秒53的成绩完成比赛，排名第31
位，创造中国队在冬奥会高山滑雪
女子滑降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这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作
为中国女子速度项目唯一一名运
动员参加比赛，我觉得自己的付
出是值得的。”孔凡影说。

意大利选手似乎更适应当天
的天气，她们曾一度领跑前三名，
尤其是伤愈复出的戈吉亚，一亮
相就以 1 分 32 秒 03 刷新榜首位
置。这位卫冕冠军1月23日在高
山滑雪世界杯科尔蒂纳丹佩佐分

站赛中摔倒，左膝韧带受伤，腓
骨轻微骨裂，因此错过了北京
冬奥会女子大回转和超级大回
转比赛。

完成滑降比赛的戈吉亚掩面
长啸，并热情亲吻了身旁的摄像
机镜头，但她没想到随后出场的
苏特很快就以 1 分 31 秒 87 的成
绩超越了她。“过去 20 多天我努
力控制自己，尽快恢复状态，今天
能站在这里参加比赛很不容易，
获得一块奖牌我非常自豪。”戈吉
亚说。

27 岁的苏特以速度项目见
长，她是2021年世锦赛女子滑降
冠军、女子大回转亚军。“我不敢相
信我夺得了冠军，感觉大风一直在
和我作对，比赛很艰难，取得这样
的成绩我非常高兴。”苏特说。

捷克选手埃丝特·莱德茨卡
未能续写在同一届冬奥会中跨项
夺冠的历史。在平昌冬奥会，莱德
茨卡在高山滑雪和单板滑雪中均
夺冠，成为首位在一届冬奥会中
两个分项都收获金牌的选手。本
届冬奥会她成功卫冕单板滑雪平
行大回转，但高山滑雪超级大回
转卫冕失败，在滑降比赛中也出
现较大失误，未能创造奇迹。

孔凡影女子滑降创历史

在宁夏银川市阅海滑雪场
内，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实时播
放着北京冬奥会盛况。

“在滑雪场上看比赛，心情和
意境真是不一样。”常来这里滑雪
的小王说。小王今年 28 岁，是一
名小学体育老师，冬奥会中的越
野滑雪和跳台滑雪赛是她最关注
的赛事，技巧、速度、对人类极限
的突破，都让她肾上腺素飙升。

两年前，她偶然接触单板滑
雪时，就被这项极限运动所带来
的“放空”感深深吸引，雪季期间
每周至少滑两次。“这两年下来，
我抗冻抗疲劳的能力明显增强。”
小王说。

据阅海滑雪场负责人邬月玲
介绍，平时滑雪场日接待游客量
在两三千左右，冬奥会期间客流
量增多了 20%以上，特别是开幕
当天游客量达到了峰值的 8000
多人次。

不只在首府银川市。近几年
来，宁夏一些冰雪运动资源相对
匮乏的县区也建起规模不一的滑
雪场，再加上冬季天然形成的水
域冰场，越来越多宁夏人开始拥
抱冰雪运动。

黄谷川滑雪场位于宁夏吴忠
市同心县的黄土高原上。其办公
室主任马小俊告诉记者，这个滑
雪季滑雪场日平均客流量 1200
多人次，冬奥会开幕后，客流量有
30%以上的涨幅，滑雪场设专职
教练 3 人、兼职教练 7 人，有 200
多名学员，多为青少年。

习公昌就是其中一名专职教
练，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学员多了，排
课密了。“大家在电视上看了冬奥
会，不少人都想上手试试。”他说。

学员杨艾米今年 9 岁，她与
冰雪运动的缘分始于6岁时妈妈
黑保莉收到的两张滑雪赠票，一
对一滑雪课一上就是三年。杨艾

米学了不少技巧和花样，尤其喜
欢挑战跳台，享受腾空飞跃的感
觉。“每次我在一旁都看得胆战心
惊，但她享受极了，兴奋地说自己
是一片飞扬飘落的雪花！”黑保莉
说。

谷爱凌凭借傲人战绩，成为
北京冬奥会上的闪亮新星，更成
为杨艾米的新偶像。“我女儿太喜
欢谷爱凌了！每天下班回家就围
着我讲冬奥会自由式滑雪、跳台
滑雪赛况，说个不停。”黑保莉说。
在杨艾米的带动下，她五岁半的
弟弟今年也开始学滑雪。

“中国短道速滑队已经赢了
两枚金牌啦！”11 岁的黄驰帛雀
跃道，运动员们滑起来节奏性强，
加上极限的速度，往往直到最后
一刻才知输赢，这些特性都深深
吸引着他。

自打三年前开始学习短道速
滑，这个生长于宁夏石嘴山市平罗
县的小男孩就对中国短道速滑队
推崇备至，对武大靖、范可新、任子
威、韩雨桐等运动员如数家珍。

黄驰帛一年的训练课时量过
百节，每节课在100米规格滑道上
滑行近百圈，妈妈冯娜都会站在一
旁陪伴儿子训练，有比赛机会时就
陪同前去，拍照记录。

“他对短道速滑的兴趣真是
浓厚，三年多的训练一点没偷过
懒，教练也常夸他认真能吃苦。”
冯娜说，训练还让孩子的身体素
质变好了很多，近两年几乎没感
冒过。

黄驰帛名字中带有一个“驰”
字。驰者，从马，在古文中被用来
形容马奔腾的形态。上了冰面的
黄驰帛，人如其名——俯身，步伐
交错，套着摸冰手套的小手轻触
弯道地面，向前疾驰，脚下生风。

新华社银川2月15日电
艾福梅 杨钦

“成为一片自由飘落的雪花”
——冬奥会点燃宁夏人冰雪激情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
马锴 董意行 赵建通）“雪飞天”的
上空，阳光为苏翊鸣戴上了金牌。
这最后一跳，中国少年只需张开双
臂，享受世界的瞩目，俯瞰满场的
欢呼。

15日下午，在北京冬奥会单板
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17岁的苏
翊鸣凭借前两跳的惊艳表现提前
夺冠，并改写两项历史：摘得中国
单板滑雪冬奥首金，将中国队单届
冬奥会5金的纪录推高到6金。

儿时“单板王”的梦想终于成
真，少年快乐得大笑，又忍不住落
泪。最后一跃的轻松惬意，是无数
次挑战极限、竭力翻转腾跃之后的
奖赏。

这场决赛如“神仙打架”，每一

个成功的高难动作都令局势陡变、
压力转移。

美国滑手克里斯·科宁先声夺
人，干净利落地完成 1800 的动作，
得到首轮最高的 92.00 分。根据比
赛规则，选手各完成三次跳跃，总
成绩为不同方向两跳的高分之和。
这意味着，完成一个高分动作就有
了竞争奖牌的基础，也握有选择下
一动作难度的主动。

苏翊鸣出发，腾空、转体1800，
落地平稳，89.50 分暂列第二。挪威
滑手蒙斯·勒伊斯韦兰同样做出转
体1800，以0.25分之差紧随其后。

次轮，勒伊斯韦兰选择略降难
度，使用了1620的动作。

但苏翊鸣没有！出发台上，他
紧握扶手，借力加速，俯冲蓄能，再

次腾空，转体1800！落地一刻，呐喊
自胸腔喷出！兴奋的少年径直冲到
落地区的防撞台上，双脚跳起才卸
下惯性。

93.00 分！至此所有滑手的最
高分。但几分钟后，首跳失误的加
拿大滑手马克斯·帕罗特和日本选
手 大 冢 健 分 别 拿 到 94.00 分 和
95.00分。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

暂居第一，但胜局未定。全场都
在等待这个中国少年的最后一跳。

“如果最后一跳前，冠军不属
于我，我会去做（转体）1980的。”苏
翊鸣赛后说。

现实没有给人们见证 1980 的
机会。在苏翊鸣高分的压迫下，他
的竞争者们或失误或自降难度，金
牌归属已定。

站在跳台顶端，少年和教练
拥抱，看台上的欢呼清晰可闻。出
发！这“王者”一跳，脚下的单板就
像一朵祥云，托着少年自由地飞
翔起来！

落地，一群大哥哥冲上去拥抱
他，甚至把他抱了起来。获得银牌
的勒伊斯韦兰和获得铜牌的帕罗
特紧紧地搂着他。

夺得金牌，是北京冬奥会申办
成功时，11 岁的苏翊鸣燃起的梦
想。距离 18 岁还有 3 天，梦想照进
现实。

“这对我真的太特殊了，我要
感谢我的祖国，我的父母，我的教
练，关注我的所有朋友们。”苏翊鸣
说，“我也特别感激自己，在那个时
候能有这样的梦想。”

14 日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单板滑
雪大跳台资格赛中，荣格曾在第三轮
中跳出一个力挽狂澜般的反脚外转两
周偏轴转体后空翻，并凭此拿到了决
赛入场券。

动作结束后，她伸出双臂庆祝，却
因太过兴奋而没能控制好速度，一个
跟头翻出了围栏，消失在镜头中。

再出现，她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捂
脸，略带害羞地把头埋在了围栏上的
积雪里。这个懵懂可爱的中国小姑娘
给现场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这是这位19岁小将第一
次踏上冬奥会赛场，也是她翻越人生

“围栏”的一次重要旅程。
荣格在资格赛赛后采访中透露，

自己在比赛前几乎设想过所有情况：
“任何一个动作都有可能失误，我总是
在第一跳失利，然后压力很大，接着就

会影响后面的比赛。”
而墨菲定律，又好像总是会在关

键时刻应验。
决赛日，第一跳。
似乎是为了打破某种无形的桎

梏，荣格一上来就挑战了一组自己在
大赛中做过的最高难度动作——外转
两周偏轴转体1080度抓板。

起跳、腾空。落地的一瞬间，她失
去了重心，上半身触地。

不一会，分数出现在了大屏幕
上：29分。

全场惋惜。她冲着镜头竖起了
大拇指，为自己打气。

第二跳，一模一样的动作，再次
挑战。

根据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的规
则，最终成绩由三跳中分数较高的两
跳相加得出，而这两跳动作必须不同。

于是，这完全一样的一跳，意味着她彻
底放弃了第一轮的成绩，回到起点，一
切重新开始。

和教练佐藤击掌后，她开始加速
俯冲。吸取了第一跳的教训，这一次，
荣格滑得更快也飞得更高，给自己留
出了更久的腾空时间。

动作完整，落地轻盈，挑战成功！
85.75分，全场第四。

“我当时想，反正已经进了决赛，
我既然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就想让
世界看到中国运动员也能做到这样高
难度的动作。”

第三跳，荣格以一个优秀的 900
度空翻转体动作获得了74.25分，以总
成绩160.00分为中国队拿到第五名的
历史最好成绩。

站在第一次冬奥旅程的终点，这
位小将回顾了过往两周的经历，总结

出自己最大的收获：“以前做不好动作
的时候总是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
这次冬奥会有在学调整心态，好好享
受、放开玩。”

虽然最终没能站上领奖台，但仍有
一些极为珍贵的东西，让这个还没受到
太多关注的小女孩在赛场上闪闪发光。

突破内心的藩篱，挑战自我的极
限。翻越那道“围栏”，去尝试，去挑战，
去恣意挥洒，享受腾空的每一个瞬间。
对于一个19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
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更令人艳羡。

“我很满意这次自己的表现，没
有遗憾。我还年轻，以后还有很多机
会。”比赛结束，在拥挤的混采区里，
那个曾经预想过每一种失败的女孩
自信地说。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 高萌 赵建通 董意行 马锴

荣格：那个翻出围栏的女孩

她们，都被誉为自由式滑雪项目
“天才少女”。15 日，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上，中
国选手谷爱凌拿下银牌，她的老对手，
来自爱沙尼亚的名将凯莉·西尔达鲁
拼下一枚宝贵的铜牌。赛前媒体预测，
她们是最有竞争力的金牌争夺者。

“雪上项目上，谷爱凌技巧出众，
在大赛的历练中，她变得更加稳健而成
熟。而西尔达鲁的每一跳都具有无与伦
比的创新性，年少成名的她潜力无限。”
人们这样评价这对“天才少女”。

19 岁的西尔达鲁在 13 岁时就成
为世界极限运动会史上最年轻的金牌
得主。

北京冬奥会并不是西尔达鲁第一
次参加奥林匹克赛事。2020 年，她在
瑞士洛桑举行的冬青奥会上获得了坡
面障碍技巧赛的金牌，当时她才 17
岁。那场比赛争夺中，谷爱凌正是败给
了这位爱沙尼亚人。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
面障碍技巧决赛按照资格赛成绩倒
序出场，决赛共分三轮，由于美国选
手玛琳·哈米尔退赛，第一轮谷爱凌
第9位登场。

第一轮选手采取稳扎稳打战术，保
证有效分“保底”，出发后的三个道具
区，谷爱凌在第二个道具区出现了小失
误；三个跳台区她都非常顺利地完成了

动作，最后一个跳台区抓板空中旋转
900度平稳落地，裁判评分69.90。

决赛首轮，西尔达鲁动作一气呵
成，以82.06分暂列第一。

决赛第二轮，选手们各个拿出“杀
手锏”，纷纷挑战高难度动作。

谷爱凌出发后在三个道具区出现
失误，并在关键的第一个跳台区落地
时摔倒，未能完成既定动作，这一轮
她只得到了 16.98 分。由于本轮决赛
中很多选手都发挥出不错水平，第二
轮后，谷爱凌的最佳成绩排名滑落至
第8位。西尔达鲁第二轮出现失误，成
绩为46.71分，两轮后，最佳成绩依然
为82.06。

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一轮，谷爱
凌摆脱了前两轮比赛中失误的影响，
在三个道具区的表现明显比前两轮更
为稳定，三个跳台区她顺利完成比赛，
第三个跳台她完成空中转体 900 度，
最终获得86.23分。西尔达鲁的最后一
跳却出现小失误，得到78.75分。

如今，已在北京冬奥会拿下一枚
奥运金牌的谷爱凌说：“我非常喜欢滑
雪运动，享受比赛的过程，是我的对手
激励着我拿出更具挑战性的动作，挖
掘自己的潜力。”

谷爱凌满脸笑意，云淡风轻。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夏亮 陈地 朱青

“天才少女”间的对决

2 月 15 日，在鳌山滑雪场初
级雪道上，一名教练（右）在指导
学员练习动作。

近年来，陕西省雪上运动场馆
建设水平稳步增长，群众参与滑雪
运动热情提高。位于秦岭鳌山脚下
的陕西太白县鳌山滑雪场，凭借良
好的环境和雪道设施吸引了众多

游客和滑雪爱好者。为满足省内外
旺盛客流的需求，滑雪场还开设了
夜场。今年春节期间，鳌山滑雪场
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0%。

鳌山滑雪场 2016 年底投入
运营，现有注册会员2万多人，入
驻滑雪俱乐部11家。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秦岭脚下掀起滑雪热潮

2 月 15 日，中国选手苏翊鸣
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

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在北京首钢
滑雪大跳台举行。中国选手苏翊鸣
夺得金牌。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翊鸣“破空”！飞跃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