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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徐梦

桃、齐广璞分别夺得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自
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冠军。

多年拼搏，一朝梦圆，其优异的成绩不仅使他
们的运动生涯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且把中国

在这两个冬季运动项目上的竞技水平提升到世界最
前沿，也在一定意义上有望重塑雪上运动项目国际
竞争格局。

近日，这两位冬奥冠军分享了自己参赛的过程
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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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冬奥会金牌的一跳，其实并不是
我表现最好的。我曾经在世锦赛上拿到过
139.5 的高分，是空中技巧项目到目前为
止的最高分。我一直希望能在北京冬奥会
拿到140分以上，再刷新一次纪录。所以
当我在决赛中落地，看到 129 分的成绩
时，心里还挺忐忑的。虽然对分数不是很
满意，但夺得金牌，我还是非常开心。

对运动员来说，伤病是家常便饭，我
们已经把伤病当成了朋友。我在比赛中
摔出过脑震荡，这在空中技巧项目里已
经算轻的了。贾宗洋的腿里有 22 根钢
钉，大家称他为“钢铁侠”。带着这样
的重伤还能站到冬奥会赛场上、拿到银
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训练中，贾
宗洋非常刻苦，从不放松自己，我非常
敬佩他的刻苦精神。

平昌冬奥会后，我选择退役，暂时离
开了队伍。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想
让自己的身体好好休息、缓一缓；另一方
面想回到校园里读书，通过在其他领域的
探索，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体育项目、了解
运动的意义，好好思考和规划未来的路。

一年后，我回到了空中技巧队。我的
心中还怀揣着梦想，国家和队伍的需要，
让我感觉自己还有用武之地，鼓励我重新
站在赛场上为国争光。

在北京冬奥会比赛前，我的妻子给
我手写了一封信。读完信后，我感觉五
味杂陈，既有幸福，也有愧疚。幸福是
因为妻子也曾是空中技巧运动员，她了
解运动员在每个季节、每个阶段的任
务，非常理解我做的事情；愧疚是因为
自己忙于训练备赛，没有时间陪伴家

人，甚至连女儿的成长都无法陪伴。冬
奥会期间，女儿经常对着手机和电视上的
我亲吻。最近跟我视频时，总会套上裙
子，转两圈给我看。

前段时间，我被哈工大录取为博士，
准备继续深造、提升自己。运动员给大家
的印象通常是文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优秀的运动员往往爱动脑筋，因为运动的
过程中不仅需要身体条件，也需要大脑的
高速运转分析，需要很好的分析能力、模
仿能力、创新能力。我有信心在学业上取
得好成绩。

我希望大家通过北京冬奥会，对中国
运动员有全新的认识，既能发现我们在
运动场上闪光的一面，也能发现在生
活、学习中的优点。不是每个运动员都
能取得成功、站上领奖台，但他们在奋
斗路上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一样值得我
们敬佩和关注。

我有好几个关系很好的国外运动员朋
友，他们有的退役了，有的当了教练，而
我继续在赛场上坚持。

这届冬奥会上获得亚军的乌克兰选手
阿布拉缅科已经 33 岁，是第五次参加冬
奥会，我相信我的身体能力比他强。4年
后我35岁，对我来说没有问题。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有一
位阿根廷的“老大爷”。他已经 50 多岁
了，还在坚持上跳台，还有勇气挑战高难
度动作。虽然他每次都站不住、摔倒在雪
地里，但是他的毅力让我们每个人都为之
折服。我希望自己到他那样的岁数时，还
能像他一样站上跳台。

（本报记者 刘 峣整理）

高山滑雪项目追求技术、勇气、速度、冒险、判断力及身
体素质的高度展现，是一项将速度与技巧完美结合的雪上
运动，也是世界上复杂程度最高、组织难度最大的雪上竞赛
项目之一。

北京冬奥会期间，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
一支保障团队在赛道一线奋战坚守、风雪无阻。冬奥会高
山滑雪赛事的安全和精彩，他们功不可没。

平整雪地的高手

2月13日，在强降雪天气下，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比
赛照常举行。运动员在风雪中竞逐，纵横驰骋。几分钟的
比赛间隙，推雪员主管助理候建火速进入赛道。在2000
多米长的赛道上，推雪平整组的队员脚踩双板、侧向滑
行。在他们身后，雪道平整光洁，浮雪一扫而空。

运动员在超过百公里时速的情况下转弯、飞跃，如果
有浮雪或坑道，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在赛前、赛中都要
对赛道进行平整，保证赛道滑行质量。候建说，要担任推
雪平整员，高超的滑雪技能是第一位的要求，很多人都担
任过教练或运动员，具备丰富的滑雪经验和专业知识，保
证了有序高效地完成每一次推雪任务。

候建说，经过北京冬奥会的磨合和历练，推雪平整队
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渐掌握了“碗状”地形的雪道运作，
应对不同冰面更加游刃有余。

装着“翅膀”的“旗”手

旗门是高山滑雪比赛中的主要障碍物。运动员从高山

之巅出发，在控制速度与平衡的基础上，沿着旗门设定的
赛道向下极速滑行。

“当比赛中出现旗门杆或旗门布掉落、破损等情况
时，我们必须快速进入场地及时整理。”赛道设置及快速
反应团队工作人员范伟东说。

从海拔2179米的最高计时点，到落差超过800米的比赛
终点线，旗门分布在赛道内大大小小的转弯和起跳点。为了
不影响运动员正常比赛，这支快速反应团队时刻坚守在赛道
一线。

“这项任务对滑行速度要求非常高，留给我们的时间
只有下一位运动员抵达前的40秒，必须快速整理、迅速
撤离。”范伟东说，“作为一名老滑雪运动员，我能够参
加北京冬奥会的赛事保障工作，是一辈子最难忘且美好的
记忆。”

赛道上的“粉刷匠”

每次开赛前，高山滑雪雪道上会出现很多身背颜料桶
的“粉刷大师”。他们以雪道为布、喷枪为笔，在皑皑白
雪上标出优美的蓝色弧线。

“高山滑雪比赛最快能够达到时速140公里，划线是
为了给运动员提供参考和指引。”划线团队主管助理杨辉
介绍说。

划线员需要身背20公斤的负重，在距离雪面10厘米
的高度，一手加压、一手喷雾。“在此之前，这条国内最
高标准的赛道还未被完整划线，也从未有中国人参与划
线。现在我们的划线水平可以说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
杨辉骄傲地说。

2 月 20 日，北京冬奥会精彩落幕。
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张家口颁奖广场
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奥运英雄，我们陪同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见证他们的高光时
刻，领取属于他们的荣光。

还记得 2 月 6 日颁奖广场正式运行，
我作为颁奖礼仪志愿者出场，引领多人项
目的颁奖仪式。作为颁奖仪式上的运动
员引领人，除了要保持自身体态和表情的
端庄大气外，还需要控制颁奖仪式的节
奏，保证运动员按照流程有序完成仪式。

在反复整理服装、检查妆容之后，
我走进了流程讲解室。运动员们热情
地同我打招呼，还有外国小姐姐夸赞
我很漂亮。我向获奖者介绍了身上穿着
的中国礼服，讲解了颁奖流程。上场
后，我的每一个引领、每一个提示，都
得到运动员的回应，最终顺利完成了颁
奖仪式。

作为颁奖礼仪服务冬奥的这些日子
里，我感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运动员最
质朴的善意，他们用中文跟我说“你
好，谢谢！”“北京，我们来了！”“冰墩
墩！”……每次仪式短暂的相遇只有十几

分钟，却总能让我温暖好久。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奋勇争

先、屡创佳绩。工作期间，我有幸亲眼
见证苏翊鸣、徐梦桃、谷爱凌登上领奖
台。还记得 2 月 15 日那天，徐梦桃的到
来让张家口颁奖广场第一次奏响中国国
歌。我站在国旗下，看着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热泪盈眶。

颁奖广场运行的过程中，颁奖礼仪训
练不能停止。在零下20℃的气温下，大家
白天训练彩排，晚上正式颁奖。呼出的雾
气在睫毛和帽檐上结成冰珠，高跟鞋里的
脚丫也冻僵了。每次训练和颁奖完毕回
到工作间，大家都会赶紧围着暖气取暖。
虽然辛苦，但我们知道，颁奖礼仪展示的
是中国形象，一切付出都值得。

在这段奇妙的冬奥旅程中，我亲身
感受到了冬奥会的魅力，体会到祖国给
予我们的自信与骄傲，收获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友谊。“鸟巢”的“雪花”惊艳了
世界，我们每一名冬奥会志愿者也是

“燃烧的雪花”让每一个角落暖流四溢，
让冬奥之花浪漫绽放。
（作者为北京冬奥会颁奖礼仪志愿者）

体育运动往往能够超越国界，使参
与其中的运动员彼此心灵走得更近。北
京冬奥会更是如此，全球各地的冰雪健
儿在奥林匹克旗帜下汇聚，大家一起在
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过程中，
也“更团结”。

我在北京冬奥会上夺得金牌后，美
国选手阿什莉·考德威尔立刻跑过来紧紧
拥抱我。同为征战多届冬奥会的运动
员，我们见证着彼此成长历程，时常相
互分享训练和参赛的感受。虽然我们同
场竞技，但是相互安慰、祝福、祝贺。
每一次我从场上下来，阿什莉都会冲过
来拥抱我，让我倍感温暖。

记得当时阿什莉对我说，“桃桃，你夺
得奥运会冠军了，真为你骄傲！”我也兴奋
地再次祝贺她。阿什莉与队友之前一起
获得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
体项目金牌。我们都在北京冬奥会上圆
梦了！

其实不仅是阿什莉，温哥华冬奥会冠
军、澳大利亚运动员莉迪亚这次以记者身
份来到现场。我夺冠后，莉迪亚在采访区
向我表示热烈祝贺。莉迪亚对着镜头，向
她的观众接连介绍了3遍，“来自中国的桃
桃夺得了奥运会冠军！”看着她兴奋欣喜
的样子，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

我获得的是一枚个人项目金牌，但
是它应该属于整个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团队。正是大家克服各种困难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起奋勇拼
搏，积极备战；正是有了相关部门提供
的强大后勤支持，我和队友没有后顾之
忧，全身心投入训练，才有了这枚金牌。

能获得这枚金牌，我还应该感谢一个
人，那就是外教迪米特里·卡乌诺夫。实
际上，我已经把在纪念品颁发仪式上拿到
的金色“冰墩墩”第一时间送给他，以此感
谢他给予我的全面技术指导。卡乌诺夫今
年已过 70 岁了，执教结束后已经回国，我
们以后或许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我希望他
每次看到我送的“冰墩墩”时，就会想起
在中国和我们一起拼搏的美好时光。

从 1998 年长野冬奥会，到 2018 年平
昌冬奥会，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队
获得了5枚银牌。虽然都是银牌，但我觉
得那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在为取得更大
成绩突破不断蓄积力量。掌握运动项目规
律、迈向最高水平往往需要几代运动员去
总结、提炼，而每一代都承担着自己那代
应有的职责和使命，对于我们这一代尤其
是我本人，能够实现金牌突破，是莫大的
光荣。

庆祝成功之时，也不能忘记失败。现
在回想起来，曾经的不如意虽然苦涩，但
是铸就了自己内心强大的承受能力。我真
的要感谢平昌冬奥会的那一摔，在我最渴
望拿金牌的时候，摔倒了。正是那次经
历，彻底让我卸下了思想包袱。失败了，
也不过如此嘛。之后轻装上阵。我希望能
够把自己走出失败、不断磨砺成长的经历
与更多年轻运动员分享，让他们从中获
益，更好成长进步。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冰雪运动的新起
点。相信冬奥会之后，会有越来越多人爱
上冰雪，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让我们一
起珍惜大自然的馈赠，共享冰雪激情！

（本报记者 刘 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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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国旗升起的时刻
王一凡

高山赛道的守护战士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新华社杭州电 （记者许舜达） 接棒冬
奥，冲刺亚运。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刚刚
落下帷幕，杭州亚运会也进入了倒计时 200
天。2 月 21 日，一场别具特色的亚运文化活
动在浙江杭州举行，以全省联动、全城互
动、全民参与的形式传递人们喜迎亚运的热
情和对亚运盛会的期盼。

活动现场，市民代表、体育运动爱好
者、行业代表、民间艺术家、群众演员因亚
运而相约。“虎虎生威亚运来、接力奔跑动起
来、冲刺亚运一起来”，三场精湛的表演掀起
高潮。

主舞台上，各行各业的体育爱好者带来
霹雳舞、武术、篮球等体育表演，展现了亚
运会竞赛项目的动感和魅力。来自公安、医
疗、司乘等行业的代表通过说唱、合唱、独
白、情景表演等形式，展示热力四射的行业
风采，展现冲刺亚运、全力奔跑的良好精神
面貌。

为共同迎接杭州亚运会倒计时200天，宁
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5个协办城市也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杭州各区
县市的 14 个亚运观赛空间也组织了健康跑、
体育特色表演、主题游园的迎亚运活动。

本次活动由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
主办。据介绍，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已经进
入“冲刺阶段”。截至目前，57个竞赛场馆完
工50个，剩余7个场馆预计在今年3月底前全
部竣工，4月底前完成赛事功能验收。31个训
练场馆目前已有11个竣工。

杭州亚运会倒计时
200天活动举行

江苏省海安市继续贯彻落实“双减”政
策，大力开展学生体育。图为近日，海安市
南莫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操场上练习篮球
基本动作。 人民图片

徐梦桃在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
项目决赛中夺冠。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齐广璞在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
项目决赛中夺冠。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