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7日电（记者 刘扬涛 王沁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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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徐铭甫赛后激动地说，“为了
这一刻，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今天也算是给自己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谈到此次参赛的意义，徐铭甫说：“中国开展高山滑
雪运动的时间比较晚，但北京冬奥会为这一项目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相信未来高
山滑雪会在中国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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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区域北至黑龙江省，南抵广东省，东临上海市，西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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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将汇聚成中国冰雪运
动发展的一大步。

“近年来，中国滑雪运动员的水平取得了很大进
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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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籍滑雪教练弗朗茨·约瑟夫·甘
佩尔说，“我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在 2022年冬奥会上赢得
奖牌，但他们可以在未来培养出优秀的滑雪运动员，如
果一切顺利，也许五年后就能有所突破。”

（参与记者：卢羡婷 夏子麟 马邦杰）

35个项目首次参赛的背后
——北京冬奥会推动中国冬季运动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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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任子威在比赛后庆祝。当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男子1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任子威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中国第二金

全天综合全天综合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沈楠 卢星吉 郑直）7日中午，17
岁的中国滑手苏翊鸣开创历史，夺得中国男子单板滑雪第一枚冬奥
会奖牌。身披国旗，与两位加拿大高手并肩站立，“小鸣”宣告了中国
男子单板正式跻身世界顶流行列。

这是中国民间单板20年的果实。21世纪初，这项在北美兴起的
新潮运动开始在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民间爱好者。他们大多是曾经的
双板专业运动员或者雪友，靠着互帮互助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外视
频资料开始摸索着学、摸索着玩，摸索着建场地、搞比赛、办培训。这
个圈子开始的时候并不大，几乎人人都认识小鸣，看着小鸣长大。

苏翊鸣的家乡吉林省吉林市坐拥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2004年
出生的小鸣从两三岁就开始由父母带着上雪，培养了极为出色的雪
感。尽管没多久“鸣哥”就成了国内“天花板”，去国外训练、交流、找
名师，但不可否认，中国民间单板的兴起是苏翊鸣横空出世的土壤。

这是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交汇的果实。在2015年夏天北京申冬
奥成功的时候，年仅11岁的小鸣就确立了自己的目标——苦练六年
半，代表中国站上冬奥会的舞台。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属于他的最好的
时间，而在家门口代表国家去争取最高荣誉，也许是一生一次的机遇。

这是可贵的少年志气和魄力——放弃演艺生涯，更要直面挑战极
限的风险和伤痛。当国家跨界跨项集训队发出召唤，他义无反顾加
入。而队伍也在充分了解他之后给予了这个少年宽松的环境和有力
的保障，为他开辟了不同于传统集训体制的训练模式。这使得他可以
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想法，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备赛和冬奥会积分赛中。

这样的方式，也更有利于他保持自己独特的运动风格、运动气质，
一种作为单板这项运动“灵魂”般存在的自由洒脱。这也使得他更容易
被国际单板圈所接受和认可。事实上，多年辗转国外训练，跟国际选手
相似的成长轨迹，流利的英语，让苏翊鸣可以很好地融入国际圈。

这更将是中国单板滑雪新时代的开始。最近几年，单板滑雪在
民间“井喷”，各大雪场的单板爱好者比例直线蹿升，在偏南方地区的
新兴滑雪人口中，单板更占有压倒性的比例。尤其是在少年儿童中，
单板就因为一个字——“酷”而受到热捧。相信在这些孩子当中，就
会有未来的冠军。

苏翊鸣在今天的一鸣惊人，是一个叹号，也是一个逗号。他的冲
天一飞，将在更多单板“娃娃”和少年心中种下梦想，点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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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在
比赛中夺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
牌。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

“翊鸣惊人”

北京冬奥会体
育竞赛组织工
作获各方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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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
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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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举办的“特美扎赉特·冰雪那达慕”冬春季冰雪旅游系列活动中，雪地搏克竞技活动成为此次冰雪
那达慕的亮点，使游客们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感受冬日草原魅力，在北京冬奥会举办之际体验冰雪中的运动魅力。

白玉亮 邵冬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
冰清）北京首都体育馆内欢呼声响成一
片！2月 7日晚，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
子 1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任子威和李文
龙分别获得冠亚军。这是中国队在北京冬
奥会上取得的第二枚金牌，同时，这也是中
国短道速滑队在该项目上拿到的首枚冬奥
会金牌。

中国队共有3名选手进入当晚的决赛，

分别是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另外两名
选手为来自匈牙利的刘少林和刘少昂兄弟。

1000米属于短道速滑项目中的中短距
离，起跑抢位非常重要。发令枪响后，武大
靖因起跑出色而遥遥领先，之后刘少昂有短
暂领先，但武大靖很快又夺回优势。然而赛
程过半时，变故突生，因冰面破损问题，选手
们被召回重赛，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短暂的状态调整后，比赛重新开始。

这次刘少林处于领跑位置，不久任子威反
超，武大靖紧随其后。之后两圈，中国队发
挥了团队作战优势，后面选手对前面选手
形成保护，暂时限制住了位于第三位的刘
少林。随着比赛进行，刘少林利用拐弯处
完成超越，并持续保持领先位置。最后两
圈，所有选手体力消耗殆尽，谁坚持到最后
便是胜利者！只见任子威继续发力，紧紧
咬住刘少林不放。最后一圈，任子威还在

坚持，最终两人以肉眼不可见的差距同时
冲过终点！

但此时此刻，最终结果还没出来，一切
还处于不确定中。片刻后，裁判通过回看
录像确认——匈牙利选手刘少林存在明显
的犯规行为，中国选手任子威冠军！

那一刻，教练组和队员们激情相拥，任
子威高举双手，身披国旗绕场，现场响起经
久不息的掌声。

任子威李文龙包揽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金银牌

据新华社北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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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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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惊无险晋级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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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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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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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第一次”写就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