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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向未来
2022年2月16日

星期三 聚焦北京冬奥会

2月 16日，北京冬奥会将在 5个项目上产生 8枚金牌。短道速滑项目
将迎来收官日的角逐，中国男队将参加男子 5000米接力A组决赛，并全力
向该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齐广璞与贾宗洋
两位“冬奥会四朝元老”，分别以资格赛第一名、第二名的身份强势晋级，两
位老将期待能圆梦夺冠；冰壶项目循环赛将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中国两支队伍都将迎来循环赛的收官战。中国女队一日两赛，将分别迎战
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中国男队将对阵瑞士队。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19：00）

2月 16日 19：00，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将展开终极对
决。2月 15日进行的该项目资格赛中，中国队两位“冬奥会四朝元老”齐广
璞和贾宗洋在首轮分别以排名第一、第二的身份直接晋级决赛，展现出了良
好的竞技状态。他们的两位年轻队友，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王心迪和孙家旭
则遗憾地无缘决赛。齐广璞和贾宗洋两位老将期待在 2月 16日的决赛中
用更加出彩的表现圆梦夺冠。

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A组决赛（20：44）
女子1500米A组决赛（21：18）

2月 16日 20：44和 21：18，北京冬奥会将分别展开短道速滑男子 5000
米接力 A组决赛和女子 1500米接力 A组决赛。中国男队将参加 5000米
接力的A组决赛，此外，参加A组决赛的还有韩国队、俄罗斯奥运队、意大
利队和加拿大队，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孙龙、张添翼都进入了报名名单，
半决赛中国队派出的是武大靖、任子威、孙龙和李文龙的阵容，中国队将向
奖牌甚至金牌发起冲击；中国三位女将张雨婷、韩雨桐和张楚桐将出战
1500米的比赛，女子 1500米的 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都将在当日举行，
这也将是北京冬奥会产生的最后一块短道速滑金牌。

冰壶项目循环赛（9：05，14：05，20：05）
中国男、女队全力争胜

2月 16日，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将展开循环赛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
夺，中国男、女冰壶队也将迎来循环赛的收官之战。其中，中国女队一日双
赛，将分别于 9：05第 10轮迎战英国队，20：05第 11轮迎战加拿大队；中国
男队则将于 14：05第 11轮迎战瑞士队。中国男、女队将全力争胜，用出色
的成绩为循环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报记者 陈 凯

男子空中技巧老将期待夺冠
短道速滑中国男队接力冲金

昨日下午，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收官，唯
一一名代表中国参加该项目角逐的河南“功夫小子”何金博，在两轮资格赛
中均出现失误，最终资格赛排名第22位，无缘该项目决赛。至此，何金博也
结束了北京冬奥会的全部征程，尽管他所参加的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和
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两个项目均未能晋级决赛，但是作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年龄最小的选手之一，年仅17岁的何金博站上冬
奥会赛场的那一刻就已是成功。通过北京冬奥会个人首度冬奥会之旅的
历练，河南“功夫小子”何金博收获了满满的希望。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共有29名选手参加，
成绩最好的12名选手晋级决赛。根据赛制，选手进行两跳后取最高分。第
一跳何金博拿到 42.83 分，排名第 18位；第二跳何金博出现失误，仅获得
20.85分，最终排名第22位，无缘该项目决赛。

2005年出生的何金博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原是一名武校学生的
他，于2018年 8月通过跨界跨项选材由河南省输送至国家自由式滑雪集训
队。虽然从事专项训练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有了此前“武术功
底”的加持，河南“功夫小子”何金博在体能、空中感等方面受益匪浅，进步
迅速，他也是中国首位完成倒滑两周偏轴转体 1800度的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曾在2020~2021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冠军赛中
获得金牌。

作为中国首位同时获得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参
赛席位的男子运动员，何金博在北京冬奥会个人首个冬奥会之旅上就有精
彩发挥，此前他在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中，就完成了个人最高难
度动作，尽管资格赛排名第27无缘晋级决赛，但他也实现了赛前“尽力发挥
出自己的水平”的目标。

何金博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两项比赛中
得到了难得的锻炼机会，正如河南“功夫小子”之前所说：“我是抱着一种学
习态度来的，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这是我的起点。”

通过学习积攒经验，通过学习收获希望。北京冬奥会的征程对于河南
“功夫小子”何金博来说注定永生难忘，也注定成为其职业生涯最闪耀的起
点。正如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原说：“金博
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就已经创造了历史！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冬奥
会年龄最小运动员之一，训练年限有限，首次参加冬奥会这样的世界顶级
大赛能够顺利完赛就值得称赞，他展现出了中国冰雪运动员的风采，假以
时日，中国小将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陈 凯 通讯员 程鹏

何金博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翊鸣“破空”！飞跃历史！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5日电（记
者 陈地 朱青 李琳海 夏亮）15日，在北
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中，谷爱凌最后一轮顶住压力，
得到 86.23分的高分，继大跳台夺金后
再取一枚银牌。瑞士名将玛蒂尔德·格
雷莫德凭借第二轮中的完美一滑，以
86.56分夺冠。

本场决赛汇聚了当今世界该项目
最优秀的选手，有被誉为和谷爱凌同时
代“瑜亮之争”的爱沙尼亚“天才少女”
凯莉·西尔达鲁，瑞士名将格雷莫德，法
国选手苔丝·勒德，俄罗斯奥委会选手、
新科世锦赛冠军阿纳斯塔西娅·塔塔利
娜，挪威名将约翰妮·基利。谁能最终
问鼎，就看临场表现。

决赛分为三轮，12 位选手取三次
滑行中的最高分决定冠军归属，这也为
选手们挑战更高的难度、更完美的发挥
提供了更大可能。

首轮比赛，谷爱凌总体发挥平稳，
但在第二个道具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瑕疵，得到69.9分。第一轮最后一位出
场的是西尔达鲁，她的整套动作流畅连
贯舒展，一举得到82.06分的高分，暂时
排名第一。

第二轮，冬奥会大跳台季军得主、瑞
士名将格雷莫德在难度、完成度和欣赏性
上更胜一筹，不论是在道具区还是跳台
区，6个打分点裁判都一致认可，给出了
86.56分的全场最高分。随后再次出场的
谷爱凌在道具区挑战难度动作时出现明
显失误。两轮过后，谷爱凌暂列第八。

也许谷爱凌天生就是为大场面而
生的选手，正如她在赛后采访时所言：

“我其实把每一轮都当作最后一滑，但
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最后时刻才能
发挥得更好，可能还是之前的压力不够
大吧，哈哈！”

最后一轮，谷爱凌破釜沉舟，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在众人焦急的等待过后，现场大屏幕上
打出了86.23分的高分！

最终，谷爱凌以0.33分之差获得亚
军，拿到本届冬奥会个人第二块奖牌。
格雷莫德夺冠，西尔达鲁收获铜牌。

赛后，乐观开朗的谷爱凌笑得非常
灿烂，“我已经非常满意今天的发挥了，
我觉得我做得很出色。而且，我一直以
来最大的目标就是带动更多女孩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来，我想我现在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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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日元宵佳节，正值冬奥会进
行得如火如荼，来自世界各国的冬奥健
儿在这里度过别样的元宵佳节。

作为河南参赛的 4 名选手之一，来
自塔沟武校的运动员冉鸿运第一次走进
冬奥会的大舞台，17日，他将在张家口赛
区进行自由式滑雪障碍赛的首秀，无论
成绩如何，能够参与冬奥会对于冉鸿运
来说就是一场胜利。

随着冬奥会如火如荼进行，张家口
崇礼区冬奥小城声名鹊起。2021年底，

“冰雪专线”京张高铁建成通车，张家口
市正式融入“首都一小时生活圈”，出行

上的方便也使本地多个滑冰场和滑雪场
在这个冬天异常火爆。

正月十五，是农历一年中的第一次
月圆。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这一天还具
有团圆的内涵。这更像是另一种意义
上的大团圆。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
同语言的人们，汇聚在同一轮圆月下，
继续享受这场冰雪体育盛会所带来的
幸福感。

当冬奥会遇上元宵节，从家家户户
的“小团圆”到奥林匹克家庭的“大团
圆”，这无疑是一段特殊的缘分。这届充
满文化“彩蛋”的冬奥会必然会给各国运
动员带来更加丰富的节日体验，展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感受其中蕴
含的无限美好与欢乐。

当冬奥会遇上元宵节，更碰撞出了
不一样的风情。虎年的正月十五，各种

冬奥元素成了这个元宵佳节独特的风
景。在这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冰雪体育盛会上，以各国运动健儿
为代表的“大家庭”，演绎着别样的“月圆
家圆人团圆”。

无论是“雪飞天”“雪如意”“冰丝带”
等充满了中国智慧、中国文化的奥运场
馆，还是在奥运村中各国运动员亲手用毛
笔书写春联、了解中医药文化，中国传统
文化正在乘着冬奥会的高铁飞向世界。

当冬奥会遇到元宵节，确实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中。

本报张家口专电 记者 刘超峰

当冬奥会遇到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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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月1515日日，，中国选手朱易在中国选手朱易在
比赛中比赛中。。当日当日，，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年冬
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短节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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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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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北京冬奥会征程

“功夫小子”何金博收获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