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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月 7日晚举行的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决赛中，
中国选手任子威摘得金牌，这是
他携手队友夺得短道速滑混合团
体接力项目冠军后，在本届冬奥
会上第二次登顶。

当晚的比赛可谓历经波折，
充满悬念。从1/4决赛开始就意外
不断，几乎每组都有选手因犯规
被取消成绩，韩国选手黄大宪、
李俊瑞，荷兰选手克奈格特等国
际名将相继止步决赛，但是中国
选手任子威、李文龙、武大靖则
有惊无险地胜利“会师”。

终极竞争在 5 名选手之间上
演，除了 3 名中国选手之外，还
有来自匈牙利的刘少林、刘少昂
兄弟俩。他们会讲一口流利的东
北话，与中国选手是要好的朋友。

第一枪，5名选手都奋力向前
冲，然而滑程过半时，他们突然
被裁判哨声召回，因为发现赛道
上 出 现 了 影 响 选 手 安 全 滑 行 的
坑。当时，武大靖和刘少林一前
一后领滑。赛场上这一罕见的突
发情况对几名选手的体能和心态
都是极大考验。

第二枪，实力更强的任子威
和刘少林相继领先，在终点前发
生 “ 纠 缠 ”， 几 乎 同 时 伸 腿 冲
线。现场大屏显示，刘少林领先
任子威 0.04 秒，成绩排在首位。

由于赛况“复杂”，结果迟迟没
能产生。裁判经过反复研判，最
终宣布刘少林因“同一组比赛中
两次犯规”，被出示黄牌，任子
威夺得冠军，第三个冲过终点线
的李文龙获得银牌。

“冬奥会短道速滑登顶之路异
常艰难，我和刘少林都拼尽了全
部力气、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
走出赛场的任子威戴上了眼镜，
手 里 拿 着 自 己 的 第 二 只 “ 限 量
版”冰墩墩。对自己在决赛中的
表现，他说：“我只是全力以赴把
应有的水平发挥了出来。”

对决赛中出现的“被裁判召
回，重新开始”这样的大波折，
任子威说：“之前，我在比赛中遇
到类似情况，竞技状态就会受到
严 重 影 响 。 后 来 ， 我 总 结 了 经
验，努力去适应赛况变化。面对
今天这场意外，我很快稳住了情
绪，可以说没有受太大影响。”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中生
代”的代表，24 岁的任子威在本
赛季状态出色，在多站世界杯分
站赛上都有金牌入账。2 月 9 日
开始，任子威将出战男子 1500 米
和 500 米的比赛，目前，他在两
个项目上分别排名世界第一和第
三。此外，他还将同武大靖、李
文龙搭档，冲击男子 5000 米接力
的金牌。

最后一跳前，谷爱凌给坐在观众席
的妈妈打了个电话，这是母女二人在比
赛中的习惯。

“她建议我做转体1440度的动作，完
成得好能拿到银牌。”谷爱凌说。

2 月 8 日，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决赛的比拼进入白热化。经过前两跳
的稳定表现，谷爱凌暂列第三，已经
确保获得一枚奖牌。暂列第一的法国小
将苔丝·勒德，在第一跳便亮出了高难度

“大招”。
站在 40 多米高的出发区，谷爱凌面

色平静。现场响起了中国风音乐，观众
席上欢呼声起，没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
个动作是什么。

滑上跳台，起跳——偏轴转体两周
1620 度！稳稳落地！谷爱凌喜极而泣，
现场沸腾了。

1620 是谷爱凌此前从未作出的高难
度动作，也是目前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所能完成的动作中难度最高的。最后
一跳，谷爱凌选择了挑战自己。

“ 我 在 电 话 里 告 诉 妈 妈 ， 我 要 做
1620。”谷爱凌说，“我来到这儿不是为
了打败别人，而是想挑战自己的极限。
无论落地成不成功，我都会很高兴。”

94.50 分 ， 总 分 188.25 分 ！ 逆 转 夺
冠，谷爱凌在首钢大跳台温暖的阳光下
露出了招牌式微笑。

这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奥
会历史首金，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在冬
奥会上的首金，也是北京冬奥会中国代

表团雪上项目的首金。
谷爱凌向现场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手

机屏幕，上面赫然就是北京冬奥会“同
心”金牌的照片。她兴奋地说：“我一两
个月前就把屏幕换成了北京冬奥会金
牌照片，夺冠是我最大的梦想，今天实
现了，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在梦想的舞台上创造历史，谷爱凌
说，她希望用这枚金牌鼓励更多年轻人
参与滑雪运动，体验其中的快乐。

“我能拿到这枚金牌，不是因为有外
在因素逼着我苦练，而是因为我从小就
发自内心地热爱这项运动并不断探索提
高。”谷爱凌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去体
验运动产生的魔力。真的，它不仅让你
更快乐，而且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说起比赛感受，谷爱凌说：“我在跳
台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塔，我北京的家就
在那附近，真的是在家门口比赛。这几
天我在冬奥村吃了很多饺子，等比赛结
束了还想吃北京烤鸭！”

接下来，谷爱凌将赶赴张家口赛
区。在那里，她还将参加自由式滑雪女
子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的比赛。这
名18岁的冰雪少女，未来有无限可能。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18岁女
孩。比赛结束后，我要给奶奶打电话，
看看我的猫，回到奥运村跟朋友聊天，
可能还会在手机上玩一会儿游戏。”谷爱
凌说，“作为年轻人，我们渴望实现梦
想，但更要有积极的心态，享受通往梦
想彼岸的旅程。”

这两天，中国雪上项目运动员不断带来新惊喜。
先有小将苏翊鸣用自己的出色成绩夺得北京冬奥会单
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银牌，实现了冬奥会中
国单板滑雪男子项目的历史性突破；后有谷爱凌惊鸿
一跃做出了偏轴转体两周 1620高难度动作，问鼎北京
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作为中国冰雪运
动新的骄傲，他们训练、成长、夺冠的感人故事在各
类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又一轮冰
雪热潮。

“滑雪简直太酷了！仿佛飞起来。”“运动员们棒极
了，他们拥有完美的身体协调性……”“脚下的雪板就
像他们自己的腿一样自如，堪称人板合一！”……网友
们对中国冰雪健儿的出色表现赞叹不已。也有网友写
出了自己初次接触冰雪运动的窘状，甚至还有人晒出了
自己滑雪时摔倒的视频，打趣自嘲：“虽然都是两只雪
板，可我的这两只仿佛有它们自己的想法。”

与冬奥会和冰雪运动有关的话题也成了人们街谈
巷议的热点，大家相互交流对某场比赛或者某个运动
员、运动队的观察和认识，谈得不亦乐乎。的确，雪
上运动在中国社会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明星运
动员的卓越表现，正在促进雪上运动在中国的开展，
让更多人感受到参与其中的乐趣和激情。

谷爱凌和苏翊鸣在采访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希
望自己的表现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滑雪这项运动，走上
雪场，体验驰骋于雪白世界的自由酷炫，实现梦想。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2015年，北京携手
张家口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不断
跨越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热度直线上升。相较于此前群
众参与度更高的冰上运动，雪上项目的群众基础也愈
加坚实。截至 2021 年初，中国各地已建成 803 个室内

外 各 类 滑 雪 场 ，
较 2015 年 的 增 幅 达
到 41%。

这个春节，踏冰逐雪
成了各地的新时尚。不仅冬奥
之城北京和河北张家口，而且全
国其他地区的雪场都热闹非凡。据
报道，很多滑雪景区的搜索热度比去年
翻了一番。成都西岭雪山、广州融创雪世
界、湖北神农架国际滑雪场等滑雪胜地的春
节订单持续火爆，大家体验滑雪、精进技巧的热
情可见一斑。

近期，笔者曾陪同父母去了趟北京南山滑雪场，
让他们体验一下“双奥之城”北京的雪场，“身体力
行”迎北京冬奥会。虽然他们第一次踩雪板，一
上来就摔跤，但玩得很尽兴。冬奥会开幕
后，守着看赛况直播成了他们每天的

“必修课”，在此过程中，他们关于冰雪
运动的知识也见长。

记 得 谷 爱 凌 决 赛 跳 出 高
难 度 向 左 偏 轴 转 体 1620
后，我很快就收到爸爸
发来的一条微信——

“这个4周半完成得
可真漂亮啊！”。
喔，他还真看
出了门道，
进步真
是不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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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
享受冰雪之乐

孙亚慧

让更多人
享受冰雪之乐

孙亚慧
▶2月8日，北京

冬奥会花样滑冰男
子单人滑短节目比
赛在首都体育馆举
行。图为日本选手
羽生结弦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 2 月 8 日，中
国选手谷爱凌夺得自
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项目金牌。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2月 7日，中国选
手任子威获得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
项目冠军。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2月8日，法国选手康坦·
菲永·马耶获得北京冬奥会冬季
两项男子20公里个人项目金牌。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2 月 8 日，奥地利选手马蒂
亚斯·迈尔夺得北京冬奥会高山滑
雪男子超级大回转项目冠军。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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