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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晶雪花 2月15日，北京冬奥会将决出9枚金牌。北京

赛区最受关注的比赛是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场

地进行的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比赛，从吉林走出的

热门选手苏翊鸣，在资格赛中名列第五晋级决赛。

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中国选手荣格名列第

九晋级决赛。大跳台是偶然性较大的项目，苏翊鸣

能否在决赛中拿出高难度动作，并成功问鼎值得期

待。

在不断创造奇迹的北京“冰丝带”，将上演

速度滑冰团体追逐女子和男子决赛，加拿大队

和日本队将是女子团体的夺冠热门，美国队和

荷兰队在男子团体上具备夺冠实力。中国男队

将与意大利队争夺第七名，中国女队将与挪威

队争夺第五名，吉林女将李奇时将出战。

北欧两项将产生金牌，中国选手赵嘉文参赛。

冬季两项将决出男子4×7.5公里接力金牌，由程

方明、闫星元、张春雨、朱朕宇组成的中国队将参加

角逐。高山滑雪女子滑降将决出金牌。男子双人

雪车将在第三和第四轮比赛后产生金牌。自由式

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三轮比赛将在9点

30分开始，中国选手谷爱凌资格赛后排名第三晋

级决赛，她将向

自己的第二枚北

京冬奥会金牌发

起冲击。

苏 翊 鸣 冲 击 奖 牌
谷 爱 凌 欲 再 夺 金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政 张宽

本报张家口2月14日讯(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今天中午，北京冬奥会雪车

女子单人项目在延庆赛区结束后两轮

争夺。中国选手怀明明以四轮总成绩4

分22秒58排名第六，创造了中国运动

员在冬奥会该项目的最好成绩。另一

位中国选手应清则以四轮总成绩4分

23秒41排在第九。

本次比赛共有20名选手参加，比

赛共进行四轮，四轮结束后根据总用

时确定运动员最终排名。最终，美国

选手凯莉·汉弗莱斯和迈耶斯·泰勒包

揽金、银牌，加拿大选手德布鲁因摘下

铜牌。

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被列入比赛项

目的雪车，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鲜的项

目。雪车平均时速在100公里左右，最

高可达160公里。怀明明、应清领衔中

国女子雪车队，在这个被称为“英雄的

游戏”中，展示着中国速度。

中国双姝雪车女子单人排名第六和第九
美国选手包揽金银牌

本报张家口2月14日讯（特派记者刘勃 张宽）今晚，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在张家口赛区

云顶滑雪公园上演，中国老将徐梦桃最后一跳一跃定乾

坤，以108.61分拿下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

奥会上取得的第5枚金牌。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第一轮，每名运动员跳两

次，取其中一次最好成绩，前六名晋级到决赛第二轮，第二轮

只跳一次。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小将孔凡钰以第3顺位

出发，选择了难度系数为4.028的三周台动作，稳稳落地，最

终成绩为102.71分。徐梦桃以第10顺位出发，选择了难度

系数为4.293的三周台超高难度动作，平稳落地，最终获得

103.89分。第一跳结束后，徐梦桃与孔凡钰分列二三位。接

下来的第二跳，孔凡钰挑战4.293的难度系数动作，但在落

地时出现失误，成绩仅为62.24分。随后，徐梦桃在锁定第

二轮资格后直接选择免跳。徐梦桃与孔凡钰以第二、第三名

成功晋级第二轮决赛。

决赛第二轮，孔凡钰第4个出场，挑战4.293的难度系

数，不过落地时没能站稳，只得到59.67分。随后出场的徐

梦桃同样选择了4.293的难度动作，稳稳落地，拿到108.61

分，为中国队在张家口赛区夺得雪上项目第一枚金牌。白俄

罗斯队汉娜·胡什科娃获得银牌，美国名将梅甘·尼克获得铜

牌，孔凡钰取得第6名。

第五金第五金！！徐梦桃勇夺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金牌徐梦桃勇夺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金牌

作为报道冬奥会雪上项目的记

者，在正月初二来到北京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采访前，其实已经做足了一些

心理准备。但是真正抵达后，还是被

这场冰雪盛会所震

撼到，采访期间也

遇到了一些超出预

料的情况。

记者几乎每天

都早出晚归，用脚

步丈量赛区之广，

用文字和镜头记录

赛区之精彩。张家口赛区平均温度

零下15摄氏度，雪上项目比赛都在

室外进行，媒体看台和混合采访区也

都设在室外，每场都要在冰天雪地里

守候3个小时，目的就是那份精彩。

雪上项目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天

气影响。2月 13日，张家口赛区遭

遇大雪，记者们一早抵达云顶滑雪

公园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场

时，现场大屏幕显示的实时温度是

零下16摄氏度。由于风雪天气，原

计划上午 10点进行的女子资格赛

一再推迟，最终延期到2月 14日上

午。比赛当天，中国选手谷爱凌不

负众望，以第三名的成绩成功晋级

决赛。

在冬季两项比赛中，由于每一位

队员出发顺序不同，比赛完成时间不

同，记者需要一直在混合采访区等

候，站在雪地里一两个小时是平常

事。但每当看到中国运动员走向混

采区时，我们就会马上忘记寒冷，立

即进入工作状态，认真完成每一次采

访，只为采写好他们在赛场上拼搏的

精神，对得起他们4年一次的付出。

立足冰天雪地等待采访虽然辛

苦，但看到中国冰雪健儿们在雪上各

项目拼搏的身影，每一位中国记者都

会深受感动和鼓舞。通过这些年雪

上项目的采访，记者认识了我省名将

齐广璞、孙佳旭、孟繁棋、唐佳琳、董

冰、张洋铭等运动员，见证了他们从

初出茅庐到站在冬奥会赛场，他们对

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克服困难勇敢

前行的精神，让我们为之动容。

在采访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

合团体赛当晚，由徐梦桃、贾宗洋、齐

广璞组成的中国队被看作是夺冠热

门，然而决赛时贾

宗洋落地出现失

误，中国队遗憾获

得亚军。赛后，记

者看到3位四战冬

奥的老将相拥一

起、相互安慰的场

景，尽管天寒地冻，

但那份温暖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作为“四朝元老”，他们都竭尽全

力征战，贾宗洋双腿曾植入22颗钢

钉，徐梦桃10年做了4次手术，齐广

璞女儿快3岁了，而他和女儿在一

起的时间一共只有两个月。无论

成败，他们都是祖国的骄傲，他们

多年来坚守着自己的热爱，在赛场

上全力拼搏，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

克体育精神。

守 候·感 动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

我省选手王诗玥/柳鑫宇取得历史性突破
中国冰舞组合刷新冬奥会最好成绩

精彩看点

直击冬奥

付出终有收获，热爱

造就传奇！凭借最后完

美一跃，平稳落地，徐梦

桃以 108.61 分的成绩夺

得冠军。夺冠后，她瞬间

泪崩，高举双手庆祝，仰

天长啸……

“我在自己家门口赢

啦！”这是徐梦桃夺冠后说

的第一句话。的确，这是

中国在该项目上获得的第

一枚女子冬奥会金牌。31

岁的老将，第4次征战冬奥

赛场，她已经是中国冬奥

代表团不折不扣的经验担

当。在2月14日晚进行的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

决赛中，徐梦桃终于圆了

冬奥会金牌梦。

因张家口赛区受到

天气影响 ，自由式滑雪

女子空中技巧的资格赛

和决赛安排在同一天进

行 ，这对徐梦桃来说是

极大的挑战。她在资格

赛后也表示 ，自己就是

比完一场丢掉一场 ，一

切从零开始。的确 ，她

已经是一名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的老将。

作为中国自由式滑雪

的领军人，徐梦桃是世界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

最高分的纪录保持者，却

屡屡与冬奥会金牌擦肩

而过。2010 年温哥华冬

奥会，她首次出战，仅获得

第6名；2014年索契冬奥会，她摘得银牌；到了平昌冬奥

会，她意外出现失误，最终无缘决赛，当时她是该项目世

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对于徐梦桃而言，一枚冬奥会金牌

所承载的内容，已经远超过金牌绽放的光芒。这是她20

年冰雪生涯的完美呈现，更是辉煌运动生涯的一块完美

拼图。

对冰雪运动员来说，双腿就是“生命”，而徐梦桃的

“生命”已然伤痕累累。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徐梦桃做

了职业生涯以来重大的手术——半月板摘除，然后重新

投入到漫长的伤病恢复期……这已经不是徐梦桃第一

次经历可怕的伤病，各种伤病伴随她长达十多年之久。

4年前，徐梦桃泪洒平昌，哭得让所有人心疼。4年后，

在家门口的赛场上，她终于圆梦。属于她的高光时刻，

终于到来。

徐梦桃的经历也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

缩影。作为中国冰雪运动中较早起步的项目，这支我国

雪上项目的“王牌之师”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滑雪世界冠

军郭丹丹，以及为中国队夺得冬奥会雪上项目第一枚金

牌的韩晓鹏。此后，队伍连续4届冬奥会都有奖牌进

账，可离金牌总是差之毫厘。徐梦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难掩激动之情：“人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感觉老

天非常眷顾我，让我在自己家门口圆梦冬奥。我要感谢

伟大的祖国，在疫情期间给予我们多方面的保障，给予

我无限信心。”

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最寒冷的夜晚，终圆金牌

梦的徐梦桃激励和感染着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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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英豪

王诗玥/柳鑫宇在比赛中。

本报特派记者 赵博 摄

徐梦桃庆祝夺金。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 摄

2月14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中国选

手苏翊鸣以总分155.25分顺利晋级决赛。

本报特派记者 赵博 摄

本报北京2月14日讯（特派记者

张政）今天上午，中国冰舞组合、我省

选手王诗玥/柳鑫宇在首都体育馆进

行的花样滑冰冰上舞蹈自由舞比赛中，

很好地将中国元素融入《功夫钢琴》之

中，得到111.01分。加上之前韵律舞

的73.41分，最终以总分184.42分排

名第12，创造了中国冰舞在冬奥会上

的最佳战绩。我国该项目冬奥会最好

成绩是韩冰/杨晖在1992年阿尔贝维

尔冬奥会上获得的第18名。

王诗玥/柳鑫宇在此前进行的韵

律舞比赛中排名第12位，被分在第2

组，第4个出场。他们的配乐来自电

影《功夫熊猫》中的音乐《功夫钢琴之

大提琴的崛起》，服装的设计灵感来源

于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本场比

赛，他们非常好地演绎了中国的文化

和艺术形式。在充满浓浓中国风的音

乐中，两人动作行云流水，中间还穿插

了一些中国功夫的动作，将东方元素、

个人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4年前平

昌冬奥会，王诗玥/柳鑫宇还未能进入

自由舞阶段。本届冬奥会，王诗玥/柳

鑫宇这对来自吉林的中国冰舞组合，

就像他们穿的比赛服装一样，使中国

文化绽放在赛场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