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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跳台滑雪在中国是绝对的“冷门”项目，

2017年才正式组建国家队。平昌冬奥会后，

这个项目的参训人员也不多，想要凑成一支

完整的参赛队伍都很难。

在扩充参训人员这点上，跨界跨项选

材立了大功——本次踏上冬奥会舞台的6

名中国选手，除女选手董冰过去练过北欧

两项，有一定跳台滑雪基础外，其余5名选

手都是跨项选手。宋祺武和彭清玥过去训

练田径项目，而在男子团体比赛中登场的

甄炜杰、吕依新和周潇洋分别从跆拳道、滑

板、武术转项而来。

“2018年之前，我连雪都没怎么见过。”

结束冬奥会全部赛程的跳台滑雪选手宋祺

武，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这段文字。本次

冬奥会上，他参加了跳台滑雪男子选手可以

参加的全部4个小项比赛。就是这样一支

“半路出家”的队伍，在短短3年间从零开始

完成了飞跃。

跳台滑雪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从

落差100多米的跳台上纵身一跳，不仅需

要勇气，更需要完备的技术动作支持。即

使在跳台滑雪项目开展较好的欧洲，一名

选手想要站上大跳台，也需要5年左右的

训练。而中国选手通过3年左右时间就达

到这一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就。

跨界跨项选材和完备的训练条件，使

中国跳台滑雪快速成长。跳台滑雪集训

队积极开展外训，同时聘请国外经验丰富

的教练进行教学。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

研基地建成后，运动员们利用风洞实验室

训练。风洞可以模拟训练环境，让运动员

不受天气影响磨炼技术动作细节，极大提

高了训练效率。

想要跳出好成绩，跳台滑雪选手需要

数年参赛经验积累。在本次冬奥会摘得1

金1银的日本选手小林陵侑，在初入国际赛

场时经历了长达3年的低谷期。而6岁开

始练习跳台滑雪、自幼就被评价为拥有“惊

人天赋”的波兰老将施托赫，18岁初入国际

赛场排名仅53，经历5年赛场磨砺，成绩才

略有起色。磨炼、耐心，中国跳台滑雪运动

员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继续打磨。

尽管水平仍有差距，但中国跳台滑雪

运动员的梦想一直在“飞”。“有一天，我们

也会是世界顶尖水平！”小将董冰赛后自

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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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北京冬奥会将产

生5枚金牌。北京赛区主要看点

集中在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赛

场。花滑双人滑短节目开赛，共

有19对选手参加短节目争夺，排

名前16位的组合将进入自由滑比

赛。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我国选

手隋文静/韩聪以0.43分之差错

失双人滑金牌。蛰伏一个奥运周

期，他们将全力在家门口弥补遗

憾。速度滑冰赛场将产生男子

1000米金牌，我国选手宁忠岩有

望再次出场。1500米比赛无缘领

奖台之后，宁忠岩积极调整自己的

状态，但作为长距离转项而来的选

手，他在更考验速度的1000米比

赛中并不占优势。此外，男子冰壶

当日将进行铜牌争夺赛。

在雪上赛场，冬季两项将产

生女子12.5公里集体出发和男

子 15公里集体出发两枚金牌。

在30名选手参赛的女子12.5公

里集体出发比赛中没有中国选

手。而在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

比赛中，中国选手程方明将以替

补身份参赛。自由式滑雪将决出

女子U型场地技巧和男子障碍追

逐两枚金牌，其中，女子U型场地

技巧决赛，谷爱凌、张可欣和李

方慧 3 位中国队运动员出战。

在资格赛中，谷爱凌优势明显，

以第一名身份进入决赛。只要

正常发挥，她的第二枚北京冬奥

会金牌将十拿九稳。张可欣和

李方慧分别以资格赛第5和第7

进入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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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 17日讯（特派记者张

政）今天，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1000

米比赛在“冰丝带”国家速滑馆结束，李奇

时、殷琦、金京珠3位中国队选手携手出

战，分别获得第14名、第15名、第22名。

至此，我省选手李奇时和金京珠也结束了

本届冬奥会的速滑之旅。

女子1000米比赛是速度滑冰项目决

出的第11枚金牌。此前10个小项，荷兰

队成为最大赢家，斩获4枚金牌，瑞典队拿

到2个冠军，加拿大队、美国队、中国队、挪

威队也有金牌入账，中国队选手高亭宇获

得男子500米比赛冠军。

中国队选手殷琦在第5组登场，以1

分16秒00完赛。我省选手金京珠在第9

组登场，成绩为1分16秒90。同样来自我

省的李奇时在第14组登场，最终滑出1分

15秒99。15组比赛结束，我省选手李奇

时在3名中国选手中名次最靠前。

本届冬奥会，金京珠只参加了速度滑

冰女子500米、女子1000米比赛，相比于

女子500米比赛的第12名，女子1000米比

赛的第 22名并非金京珠真正实力的体

现。赛后，金京珠坦言：“今天的成绩不是

特别理想。”

李奇时是目前该项目实力最强的中

国选手，本有机会跻身前8名。赛后总结

比赛，李奇时表示：“成绩不是很满意，可

能由于前段时间专注于团体追逐项目的

训练，个人单项的启动加速能力弱了些。”

我省双姝结束冬奥速滑之旅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比赛场，贾宗洋神情坚定地站

在助滑道起点，专注地凝视着跳台。助滑、起跳、翻腾……落地失败，这

是2月16日晚贾宗洋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比赛中第一轮的第二

跳，止步决赛轮。30岁的冬奥会“四朝元老”贾宗洋抱着上来安慰他的队友

徐梦桃，眼泪再也止不住……

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贾宗洋获得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比赛银牌，

距离第一名仅有0.46分的微弱差距。6天前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混合

团体决赛中，贾宗洋落地失误，中国队取得银牌。尽管当时队友齐广璞和徐

梦桃轮番安慰他，可是贾宗洋仍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在颁奖仪式上，齐广璞

和徐梦桃手握银牌笑得很开心，而贾宗洋则是勉强地挤出笑容，配合着记者

们的镜头，他无法释怀。

银牌的遗憾何止这6天，又何止这4年。2006年都灵冬奥会，韩晓鹏

获得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

史。4年之后的温哥华，初次踏上冬奥会赛场的贾宗洋便与韩晓鹏并肩作

战，就在那一次比赛中，韩晓鹏出现失误未能闯入最终决赛，贾宗洋作为

新秀选手获得第6名。

此后在索契冬奥会，贾宗洋以铜牌得主的身份站上领奖台。平昌冬奥

会周期，他的备战计划因左腿粉碎性骨折而被打乱。为了站到赛场上，他经

过多次手术、左腿一度嵌入22颗钢钉，贾宗洋被人们称为“钢铁侠”。术后

进行恢复性训练，贾宗洋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在平昌冬奥会上，他

仍以极其微弱的差距憾失金牌。

嵌入22颗钢钉依旧为梦想拼搏的贾宗洋，令人肃然起敬。“如此严

重的伤病，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站在赛场上？”人们常常这样追问贾宗

洋。“既为坚持也为传承。”贾宗洋总是这样回答。中国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男子单项竞争激烈，中国队中“95后”、“00后”小将们在奋起直

追。十多年的坚守，贾宗洋、齐广璞和徐梦桃等老将用自己的行动激

励着小将们前行。

北京冬奥会上的最后一跃虽不

算完美，未能实现在冬奥会上为国夺

金的梦想，但贾宗洋十几年如一日的

坚持与传承，已是中国冰雪运动执着

向前的缩影。“钢铁侠”梦想依旧，传

承仍在延续……

执 着 前 行执 着 前 行““ 钢 铁 侠钢 铁 侠 ””
——记中国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运动员贾宗洋记中国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运动员贾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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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贾宗洋赛后向观众

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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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场馆媒体中心，记者遇到了河北

大学大三学生王斯博。“我的家乡是吉林省吉林市，现在就读于

河北大学，能够成为北京冬奥会的一名志愿者，我感觉特别骄傲

和自豪。”

王斯博在大学主修英语专业，经过河北大学和北京冬奥组

委严格选拔，他如愿以偿成为张家口赛区场馆媒体中心的一名

冬奥会志愿者。与记者交谈时，他说：“学习英语是为了搭建文

化的桥梁，给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加

冬奥志愿服务、讲好中国青年故事的决心。”

在张家口赛区场馆媒体中心，王斯博所在的岗位是摄影助

理，平时也会在场馆的注册口进行媒体记者身份的认证工作。

“我从1月24日就开始上岗，其间帮助过许多国外媒体记者。”目

前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特别火热，2月11日当天，一位国外媒

体记者通过他的帮助获得一张“冰墩墩”海报，表示回国后要把

它当做礼物送给自己的孩子。“看到这位记者开心的样子，我感

觉特别欣慰。”王斯博说。

王斯博所在的岗位工作时间一天两班倒，“在摄影助理岗位

有30名志愿者，一个人大概要在岗位上服务7个小时左右，虽然

累，但是值得。”由于冬奥会比赛时间恰逢中国的春节，这是王斯

博第一次没能陪在父母身边过年，“我的父母特别支持我的选

择，在冬奥会期间，我一定会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站好岗位 无愧青春
——访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王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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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英豪

我省运动员李奇时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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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运动员金京珠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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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17日讯（特派记者张政）今晚，北京冬奥会花

样滑冰女单自由滑比赛结束争夺。赛前呼声极高、被普遍看好

能包揽前三名的俄罗斯奥委会队3名选手，也被观众称作俄罗

斯“套娃”的她们，未能实现对冠、亚、季军的包揽。

同为17岁的俄罗斯奥委会队选手谢尔巴科娃、特鲁索娃分

别以255.95分和251.73分的总成绩获得冠、亚军。此前在女

单短节目中排名第一、年仅15岁的瓦利耶娃，则在比赛中多次

出现失误，最终以224.09的总成绩名列第4，未能如愿登上领奖

台，赛后失声痛哭。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获得铜牌。

花滑女单收官

俄罗斯“套娃”未能包揽前三

俄罗斯奥委会队选手谢尔巴科娃获得冠军后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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