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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中国选手齐广
璞获得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项目冠军。图为
他在完成动作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发令枪响，比赛开始！选手们用力
一蹬，如离弦之箭飞出……2 月 16 日晚
的北京冬奥会赛场，中国短道速滑队迎
来收官之战——在男子 5000米接力决赛
中，由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孙龙
组成的中国接力队出战。

5000 米接力赛距离长、圈数多。一
开始，中国队并没有急于争抢领先位
置，而是稳扎稳打。

还剩 28圈，武大靖发力，中国队上
升到第四！还剩16圈，武大靖再一次加

速，中国队上到第三！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赛场

内，观众的喊声震耳欲聋。
还剩 11圈时，意外发生了——孙龙

过弯时失去重心，摔出赛道！中国队没
有放弃，依然拼尽全力，最终位列第五
结束了比赛。

对于 28岁的武大靖而言，这是他第
三次征战冬奥会。此前，他曾说一直把
每场比赛当作最后一场来比，不知道后
面还会不会参加世界比赛。

“这是孙龙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能感
觉到他压力挺大，队友们并没有责怪
他。我们是精诚团结的整体，大家更多
的是给他一些空间，给他很多鼓励，这
样他今后的路才能走得更好。”武大靖的
一席话让人倍感温暖。

“只要中国冰雪运动需要，只要身
体允许，我就会一直站在冰场上。”武
大靖说。

团结一心、共担风雨、责任至上，
这就是中国冰雪温暖人心的力量。

完美一跃赢喝彩

在前一日进行的资格赛中，已是第
四次征战冬奥会的齐广璞、贾宗洋分列
前两名挺进决赛，联手向金牌发起冲击。

决赛第一轮，12名选手在两轮试跳
中选取最好成绩，排名前六位的进入决
赛次轮。高手云集的冬奥赛场，选手们
在第一跳就展示出世界顶级的完成质
量，齐广璞和贾宗洋发挥出色，分别以
125.22 分和 123.45 分，暂列第三位和第
五位。

第二跳中，排名后几位的选手必须
绝地反击，背水一战，才能有望夺得奖
牌。美国运动员贾斯廷·舍尼菲尔德刷新
了自己第一跳的得分，拿到 123.53 分，
与卫冕冠军、乌克兰选手亚历山大·阿布
拉缅科并列第五名。此时，贾宗洋已被
挤到第七位，晋级最后一轮必须拿出更
好的表现。遗憾的是，贾宗洋在第二跳
中出现失误，无缘决赛第二轮。齐广璞
则表现稳定，以 125.22 分顺利晋级决赛
第二轮。

6 名选手参加第二轮的“大决赛”，
一跳定胜负。齐广璞再次出场，他高高
跃起，空中定格的一瞬间仿佛飞舞于天
际。完美一跃之后，齐广璞稳稳落地，
全场响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

129.00 分！齐广璞排名第一！随后
出场的运动员再未超越这一分数，齐广
璞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梦想，

中国空中技巧队时隔16年再次拿到男子
项目的冬奥会金牌！

为了圆梦再出发

从徐梦桃到齐广璞，这块场地见证
了中国空中技巧队老将的勇毅与坚持。
从温哥华到索契，从平昌到北京，一路
积蓄的力量终于帮助齐广璞走上了最高
领奖台。

这枚金牌，他等了太久。
“之前三届冬奥会上，我都因为出现

失误而无缘金牌。之后，我继续努力训
练，注意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好好沉
淀自己。同时，团队也在帮我完善提
高。今天，我终于在家门口拿到了这枚
金牌！”齐广璞感慨万千。

夺冠的那一刻，整个赛场沸腾了。
齐广璞跳了起来，他高举着五星红旗一
路欢呼，绕着赛场奔跑。寒冷冬夜，云
顶的天空星光闪烁。掌声响了很久，不
少观众的眼眶湿润了。

温哥华冬奥会上，齐广璞排名第
七。4 年后来到索契冬奥会，有着“世
界难度第一人”美誉的他是夺冠热门，
但落地时的失误让齐广璞遗憾地结束了
第二次冬奥之旅。2018 年平昌冬奥会，
齐广璞又一次名列第七。之后，他曾一
度心灰意冷，暂别国家队。

热爱与坚持让齐广璞再次回到赛
场。这一次，他终于揽金入怀，美梦成
真，也帮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在北京冬奥会书写下辉煌一笔。
“竞技体育有成功，就会有失败。我

们要做的是，为了梦想全力以赴，放手
一搏，力争超越对手，超越自我。”齐广
璞说。

“胜利之师”再登顶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队传统
雪上优势项目之一。自1998年长野冬奥
会首次参赛至今，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队已经斩获了14枚奖牌。2006年都
灵冬奥会上，韩晓鹏首夺金牌，实现了
中国雪上项目冬奥会金牌“零”的突
破。多年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始终位
居世界前列，多次在世锦赛、世界杯上
取得优异成绩。但在连续三届冬奥会
上，屡屡与金牌失之交臂。

本届冬奥会，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摘得银牌后，
最终将女子个人、男子个人两个项目的
金牌稳稳收入囊中，以2金1银的成绩强
势收官，展示出强劲实力。

“随着年龄增长，运动员遇到的失败
和挫折多了，爬起来继续战斗的决心也
更大。当你再次站在赛场的时候，会心
无旁骛地专注于做好动作。”齐广璞说。
在他看来，年龄对运动员而言，更多意
味着经验，而不是劣势。

这块沉甸甸的金牌，见证了齐广璞
四战冬奥会的执着和汗水，昭示中国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正迈向新的辉煌。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和短道速滑是
中国队极具优势的两个冬季运动项目，
在本届冬奥会上，这两个项目为中国队
贡献了4金2银1铜，涌现出了诸如徐梦
桃、齐广璞、贾宗洋、任子威、范可
新、李文龙、武大靖等一批享誉国际的
冰雪健将。他们领衔的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队和短道速滑队也因此赢得了中国

“冰雪胜利之师”的美誉。
美 誉 背 后 是 坚 持 不 懈 的 拼 搏 奋

斗 。 为 了 自 由 式 滑 雪 空 中 技 巧 的 金
牌，徐梦桃、齐广璞、贾宗洋坚持了 4
届冬奥会。10 多个寒来暑往中，他们
记不清有多少次沿着雪道飞驰而下，
而后腾空翻转落地，在日复一日的练
习中提高运动技巧；他们记不清有多
少次站上各类比赛的雪道，虽然有过

一些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时候是咀
嚼失败的落寞。终于，他们迎来了北
京冬奥会，在 2 月 10 日进行的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比赛中，这 3 名
老将联手夺得银牌。2 月 14 日和 2 月 16
日，徐梦桃和齐广璞分别再战自由式
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和自由式滑雪男子
空中技巧，均强势揽金入怀。多年奋
斗，一朝梦圆，他们尽情享受着胜利
的喜悦。

美誉背后是勇于担当的精神气魄。
同为第三次参加冬奥会，范可新和武大
靖既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夺金的热门选
手，也是整个队伍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所
在。他们不惧压力，勇敢地担起领衔之
责，与队友携手在开幕后第二天就夺得
短道速滑混合 2000米接力金牌，极大鼓

舞了中国健儿的士气。之后任子威、李
文龙又分别有一金一银入账，2 月 13
日，范可新再挑大梁，率领 3 姐妹勇夺
女子3000米接力铜牌。

美誉背后是接续传承的体育精神。
从徐囡囡 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第一枚奖
牌，到韩晓鹏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第一枚金牌，24年间，几代
选手奋斗拼搏，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项目始终保持世界一流水平。从 2002
年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上获得首金，到
2018年平昌冬奥会武大靖获得冠军，中国
短道速滑每届冬奥会都有金牌入账。郭
丹丹、李妮娜、王濛、周洋、李坚柔……这
些响当当的名字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中
国短道速滑堪称辉煌的发展历程，也彰
显了庚续不断的中华体育精神。

齐广璞夺得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冠军

解锁最高难度 四战冬奥终揽金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冰雪胜利之师”的坚守与执着
刘 峣

老将与新秀：中国冰雪永不言败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最后一轮比赛中，其他选手
都挑战世界最高难度动作，这激励
我也奋勇向前。我非常高兴能与全
世界这么多优秀的选手同场竞
技。”走进混采区的齐广璞多了几
分平静。为了这一夜的胜利，他孜
孜以求，奋力拼搏了十几年。

2月16日晚，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在河北张
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公园打响，中国
选手齐广璞以难度系数5.0的精彩
表现获得 129.00 分，力压群雄，
摘得金牌。上届冠军乌克兰选手亚
历山大·阿布拉缅科获得银牌，俄
罗斯奥委会选手伊利亚·布罗夫摘
得铜牌。

2 月 16 日，北京
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
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图为中国队选手李文
龙（前）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2 月 17 日，北京冬
奥会北欧两项团体赛跳
台滑雪大跳台/越野滑
雪4×5公里接力比赛在
国 家 跳 台 滑 雪 中 心 举
行 。 图 为 美 国 队 选 手
本·卢米斯在跳台滑雪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2月17日，瑞士选手米歇
尔·吉辛夺得北京冬奥会高山
滑雪女子全能项目金牌。图为
吉辛在回转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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