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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金

全天综合全天综合

冬奥絮语冬奥絮语

2月8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赛后庆祝。当日，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爱
凌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丁旭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冰清

5.25分，这是两轮滑雪大跳台比赛后，
谷爱凌与法国选手苔丝·勒德相差的分
数。夺冠，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法国选手苔丝已连续获得两个
最高分，总分相加 187.50分，排名第一。根
据规则，最终分数取三轮中最好两轮成绩
相加，如果不出什么意外，金牌将是她的囊
中之物。

但当所有人以为谷爱凌与金牌无缘
时，她却选择挑战此前从未做出的超高
难度动作，最终完成逆转。总分 188.25
分，比第三跳完成度差强人意的苔丝高
出了 0.75 分！

赢了！中国再添一枚金牌！
镜头向后倒转，2月 7日上午的北京首

钢滑雪大跳台，人山人海。自开幕式后，冬
奥会赛场上，从来没有如此这般热闹。

他们为了谷爱凌而来，而谷爱凌同样

没有令他们失望。
第一跳，谷爱凌在第8位出场。她选择

了偏轴转体两周 1440度抓板动作，这是她
最为经典的招牌动作。2021年 12月，她成
为第一个完成此动作的女性选手。

只见她动作顺畅，轻盈落地。人们屏
息，静等结果。93.75分，当时场上最高分！
一波欢呼的浪潮席卷现场。

但在这轮的比赛中，倒数第二名出场
的法国名将苔丝·勒德做出了女子大跳台
项目上最高难度的偏轴转体两周1620度动
作，并因此获得 94.50分的好成绩。此轮比
赛，谷爱凌暂居第二。

第二跳中，几乎所有选手都挑战了
难度更大的动作。但谷爱凌在这轮中，
反 而 做 了 更 为 稳 妥 的 偏 轴 转 体 两 周
1080 度动作。她出色并轻松地完成，获
得 88.50 分。

此时，竞争已经趋向白热化。先不说
苔丝稳准狠的表现，来自瑞士的玛蒂尔德·

格雷莫同样让人惊艳，两场比赛后，她拿到
了182.50分，排名在谷爱凌之前。

是稳扎稳打还是挑战自我？所有人都
心跳加快。

大跳台上，谷爱凌摆好了姿势，驭雪而
下，起飞！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四圈半！谷爱
凌做出偏轴转体两周 1620度动作，并平稳
落地。

最终，凭借这一动作谷爱凌逆转夺
冠！全场观众声嘶力竭呐喊：“谷爱凌！谷
爱凌！”

谷爱凌双膝跪地、掩面而泣：“这是人
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最高兴的一秒。”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观看比赛
后由衷赞叹：“这是一场让人难以呼吸
的比赛。”

这是谷爱凌第一次尝试做这个动作。
众所周知，滑雪大跳台是所有自由式滑雪
项目中难度系数最大的一个，选手需要从

近 50米高的跳台上直冲而下，同时配合表
演空翻、回转等技术动作，这无疑是一个勇
敢者的游戏。在这个项目中，每个技术上
的小突破都是在极限上迈出的一大步。

其实在第三轮之前，谷爱凌给妈妈打
电话，妈妈建议她选择更稳妥的转体 1440
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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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无畏者无敌。谷爱凌想要

打破边界，边界也确实为她退让了一步。
事后接受采访时，谷爱凌说想通过自

己的表现，来鼓励青少年们和女性朋友们
多去尝试，“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打败
其他运动员，而是要去挑战自己。冬奥会
是展示体育精神的大平台，我很自豪能有
这样的机会让更多人看到敢于打破界限、
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

继续冲吧，谷爱凌！

打破界限 挑战自我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谷爱凌夺冠特写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
壹）近日，以“冬奥圆梦 非遗传情”为主题
的延庆（海淀）冬奥主题非遗展在北京市
延庆区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北京市
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海淀区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北
京市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海淀区文化馆

承办。
本次展览以两地优秀非遗项目为载

体，分为“延海非遗与冬奥概览”“奥运场景
浸入式体验”“非遗对话人文冬奥”“非遗约
会百年冬奥”“非遗迎接绿色冬奥”“非遗拥
抱激情冬奥”六大展区，以声光电相结合的
方式，运用科技的手法，着重展示延庆和海

淀两区非遗项目和冬奥元素的结合，呈现
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奥运文化的交融与
延伸。

据了解，展览共汇集两区精品非遗项
目45个，展出非遗作品300余件，从整体分
区到展项设置，从静态展示到动态表达，挖
掘延庆、海淀两区独具特色的非遗作品、非

遗食品、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紧密结合冬
奥会的元素，使本次展览成为“延海”非遗
文化的集散地、冬奥精神和冬奥文化的宣
扬点。

据悉，本次展览将于5月30日闭幕，展
览期间将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弹性设置
非遗项目手工体验、非遗项目展演等活动。

北京延庆（海淀）冬奥主题非遗展开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冰清

“这里的赛道和雪对滑雪运动员来说
非常完美，简直是天堂！”日前，国际雪联高
山滑雪委员会主席伯恩哈德·鲁西点赞北
京冬奥会人工造雪赛道。众所周知，人工
造雪用水量大，这些水来自何处？是否会
对周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
响？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人工造雪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人工造雪是将水变成雪的物理过
程。北京冬奥会造雪团队中方负责人、
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经理
魏庆华明确告诉记者，张家口赛区的造
雪水源主要来自地表径流和收集的雨
水，并不会影响周边农业生产。通过采
用先进高效的节水设备和智能化造雪系
统，也有效避免了水资源浪费。“此次冬
奥会我们造雪总计划用水量为 39 万吨，
现在利用了 36 万吨，还不到整个崇礼区
域用水量的 1%”。

“通过技术提升，我们对水的利用率很
高，同时我们也更加强调雪水的‘循环利
用’。”魏庆华说，造雪并非只是单纯的消
耗，在每年天气升温后，融化的雪水可以通
过蓄水设备得到积蓄，经过沉淀、过滤后不
仅可以再次用来造雪，还可以在非雪季进

行农业生产灌溉和景观绿化，达到循环使
用的效果。

人工造雪和自然降雪在未来将并存

人工造雪并非新的技术，自 1980年开
始使用，至今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
记者了解到，由于各届冬奥会主办地自然
条件原因，并不是每个场地都具备自然降
雪条件，在历届冬奥会中，或多或少会存
在“缺雪”的问题。例如 1932 年美国普莱
西德湖冬奥会比赛前 10 天临时将高山上
的雪搬运到比赛场地。都灵冬奥会、温哥
华冬奥会、索契冬奥会以及平昌冬奥会都
大量使用到人工造雪。本次北京冬奥会
也不例外，在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河北
张家口赛区中滑雪场馆同样大量使用了
人工造雪。

“不同比赛对雪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没
有充足降雪的条件下，人工造雪是对雪质
雪量进行调节的非常必要的手段。”魏庆华
举例，在古杨树赛场，有 10%的自然降雪被
用于铺设赛道，但是也有一些场地必须使
用 100%人工造雪。比如跳台的着陆坡，必
须要保证 45厘米厚的雪质，而这只有通过
人工造雪才能实现。

对此，伯恩哈德·鲁西认为：“使用人造
雪的趋势肯定会继续存在，当然也可能人
造雪和天然雪将混合存在。”

冬奥会人工造雪不会对农业用水造成影响

小知识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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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8日上午，谷爱凌用完美的凌空一跳，为自己赢得了“冬奥会
冠军”的头衔，也让中国时隔16年后，收获了冬奥会雪上项目历史第
二金。“让世界看到精神，让女孩打破界限”，她用实践做出了最好的
榜样。

值得一提的，还有冲天而起的单板滑雪小将苏翊鸣。2 月 6
日，他“一鸣惊人”的表现，让自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站上男
子单板滑雪项目领奖台的运动员，实现了中国冰雪运动上的重大
突破。

虽然无缘金牌，但谁也无法否认这块银牌所绽放的光芒。经过
大小竞技体育比赛的磨砺和体育精神的熏陶，唯金牌论开始淡出，
我们的国人更关注奖牌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民众的突破。

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在本届赛事中，中国代表团在35个小项
上实现了参赛的“零突破”。高山滑雪运动员徐铭甫开启了中国选
手参加冬奥会滑降比赛的先河；17岁的何金博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完
成了个人最高难度动作，挑战了自己；21岁的王沛宣是首度亮相冬
奥会女子雪橇赛场的中国选手……

一种勇于突破的精神，正在经由体育运动向中华大地蔓延。我
们感动于谷爱凌的突破，那是一种勇于打破界限、挑战自我的力
量。我们感动于苏翊鸣的突破，那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
强者发起挑战的勇气。我们更感动于那些勇于亮相的运动员们，虽
然奖牌榜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在各自领域内迈出的一小
步，正是中国体育迈出的一大步。

这样的突破，也振奋着国人的心。曾经，冰雪运动是我们的弱
项，被欧美国家远远甩在身后。但如今，中国冰雪运动正取得跨越
式发展，中国运动员正在书写更多为梦想拼搏的动人故事。

回溯历史，在夏季奥运会历史上，我们也曾像今天一样蹒跚起
步。历史不会忘记，1984年许海峰夺得男子自选手枪慢射冠军，实
现了中国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4年刘翔用12秒91的
成绩，打破了短距离径赛由黑人垄断的局面；邹市明在雅典奥运会
上一枚铜牌，让世界拳击赛场上，留下了中国人的印记。突破本身
就是竞技运动意义之所在，正是洼地中的无数突破才成就了一个体
育大国的崛起。正因此，我们今天于弱项之上作出的改变，才该赢
得更多的掌声。

中国运动员，可期！中国冰雪运动，可期！

是
个
人
的
突
破
，更
是
中
国
的
突
破

梁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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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 王恒
志 张泽伟）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冬奥会
树立“奥运新标杆”的见证，如今“水晶鞋”
又一次见证了历史。中国选手谷爱凌 8日
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最后一跳完成个
人从未完成过的高难动作，摘下自由式滑
雪大跳台项目冬奥会历史首金。

偏轴转体 1620度，这个动作谷爱凌此
前还没有在比赛中完成过。最后一跳，这
位 18岁的天才少女决定不听妈妈的话，挑
战这一难度，因为在她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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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爱凌成功了！94.50分，这一跳最终
帮助谷爱凌逆转法国名将苔丝·勒德，为中
国代表团赢得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第一枚
金牌，这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的冬奥会
历史首金。

总想着挑战自己的还有日本花滑名将
羽生结弦。作为两届冬奥会冠军，羽生结

弦是花滑赛场当仁不让的巨星，每次出现
都受到巨大关注。当日的男子单人滑短节
目较量，羽生结弦第一个跳跃动作就出现
了失误，最终只排在第八位，中国选手金博
洋则暂居第 11 位。不过，和卫冕相比，更
多人希望看到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成功挑战
阿克塞尔四周跳，而他也正是带着这样的
目标来到北京。10日的男单自由滑，羽生
结弦能否成为在比赛中完成这一动作的历
史第一人，或许是比金牌归属更令人期待
的悬念。

中国女子冰球队 8 日没能等来“奇
迹”，随着瑞典队击败丹麦队，中国队晋级
八强的希望就此破灭。但对世界排名仅第

20位的中国队而言，此次冬奥之旅已经有
了长足进步。

获得进步和突破的还有很多中国选
手。在单板滑雪男子平行大回转比赛中，
首位参加这一项目的中国运动员毕野排在
资格赛22位；张洋铭以1分29秒39的成绩
完成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这是
中国选手首次参加冬奥会该项目比赛并成
功完赛；“00后”王沛宣在“雪游龙”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完成了中国女子雪橇选手在
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项比赛……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连续第四个比赛
日有奥运纪录被刷新。这次是尘封 20 年
之久的速度滑冰男子 1500米纪录，三分钟

内，这一项目的奥运纪录被刷新了两次。
最终，世界纪录保持者、荷兰人凯·努伊斯
以 1分 43秒 21的成绩夺冠，成为双料纪录
保持者。中国选手宁忠岩名列第七，他赛
后坦言自己心理压力有点大，没能发挥正
常水平。

在单板滑雪赛场，捷克选手埃丝特·莱
德茨卡继续创造“跨项参赛”历史。四年前
她同时获得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
雪超级大回转两项冠军，8日她卫冕单板滑
雪女子平行大回转金牌，11日将再度挑战
双板女子超级大回转项目。

冰壶赛场，意大利队一“黑”到底，8∶5
击败挪威队，以全胜战绩获得混双冠军，这
也是意大利队首次赢得冬奥会冰壶金牌。

当日共产生 10枚金牌，奥地利选手独
得两金，中国、意大利、捷克、瑞典、法国、挪
威、荷兰和德国各得一金。奖牌榜上瑞典
队4金1银1铜领跑，中国队3金2银排名第
三。9日将产生6枚金牌。

中国队收获一金，奖牌榜位列第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