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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冬奥

2月18日，在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

技巧决赛中，中国队小将李方慧的表现让现场观众惊喜。

她在比赛中第6位出场，并顺利完成前两轮滑行。第二轮，李方

慧成功地完成了右转1080的高难度动作。由于初次参加冬奥会，年

轻的小将经验尚浅，在第三跳时出现失误从而无缘领奖台。但是对

于李方慧来说，能站在冬奥会的决赛场地并有着出色发挥已经是难

能可贵了。

这个可爱的姑娘在等待裁判打分时，不禁对着直播镜头大喊：“爸

妈，我爱你们！”看来在强悍的实力背后，她还是爸妈贴心的“小棉袄”。

李方慧属于天资聪慧且勤奋的运动员，她的成名战是在2018年

成为全国女子个人自选动作项目冠军，此后更是屡次征战世界赛场，

并且取得优秀成绩。2022年，李方慧正式成为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一员，和谷爱凌、张可欣一起为国家荣誉而战。

虽然本届冬奥会因为失误错过领奖台，但是李方慧的进步非常

喜人，最终以86.50分的成绩排名第五。在赛后采访中，李方慧表

示，初次参加冬奥会让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了新的认知。她说：“很开

心能参加北京冬奥会，虽然进入决赛后在紧张的同时也出现了失误，

但这次冬奥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比赛中我学到很多经验，尤其在雪

上技巧动作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李方慧：在实战中成长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

本报张家口2月18日讯（特派记者刘勃 张宽）

今天，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

场地技巧决赛收官，中国队选手谷爱凌以95.25分

强势夺金。中国队选手李方慧和张可欣分获第五、

第七名。

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共分为3轮，取每位选

手的最高分决定排名。第一轮，3位中国队选手发

挥都相当出色，张可欣得到78.75分排名第七，李

方慧得到81.75分排名第五，谷爱凌得到93.25分

排名第一。第二轮，张可欣在滑行时出现失误，只

得到 25.75 分。李方慧则再次提高成绩，得到

86.50分。而谷爱凌则延续了自己稳定的发挥，得

到95.25分，稳居第一。

在关键的第三轮中，李方慧在滑行中出现了失

误，最终凭借第二轮的86.50分获得第五名。而张

可欣同样出现失误，也凭借第一轮的78.75分获得

第七名，并刷新了自己冬奥会参赛的最好成绩。

由于谷爱凌最后一位出场，在她出场之前，其

他选手均已完成比赛，在分数上均未超过她保持的

95.25分，因此谷爱凌提前锁定冠军。至此，中国

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已收获8枚金牌。

第第第第8888金金金金！！！！
谷爱凌获女子谷爱凌获女子谷爱凌获女子谷爱凌获女子UUUU型场地技巧金牌型场地技巧金牌型场地技巧金牌型场地技巧金牌

这似乎是一场王者归来的比赛，凭

借第二跳收获全场最高分，中国队选手

谷爱凌毫无悬念地摘得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金牌。本届冬

奥会，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3个项目上

摘得两金一银，可谓收获颇丰。

在冬奥会期间，许多人都给谷爱凌

贴上了“天才少女”的标签。但在竞技场

上，从来就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从3

岁第一次接触滑雪，到18岁站上冬奥会

的最高领奖台，通往梦想的路途并非一

帆风顺。推动谷爱凌在冰雪运动道路上

不断向前的，除了坚持，就是热爱。一路

走来，正是有热爱的不断加持，才让谷爱

凌完成了从滑雪爱好者向顶尖运动员的

蜕变。

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运

动员之一。她参加了女子自由式滑雪大

跳台、坡面障碍技巧赛和U型场地技巧

赛。不熟悉这项运动的人可能不清楚，

要同时参加3项大赛，不仅需要选手具

有更全面的自由式滑雪技术，在雪板、雪

蜡和平时的肌肉训练方面都有区别和讲

究。谷爱凌对记者说：“我在参加3个项

目时，需要在雪板上进行转换。我有两个不同的雪板，U型场地的雪

板轻一点，板刃更锋利，因为这个比赛需要选手滑行出高速度，才能

有腾空的高度，那么滑行就需要走刃；坡面障碍比赛，需要踩着板子

上道具，滑铁杆、板刃就需要圆一些，不能那么锋利；大跳台对板刃没

有过多要求，板子可以稍微重一点。”

初登冬奥会赛场，谷爱凌在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上，完成了3个

项目全部登上领奖台的愿望。“我觉得这是我人生至今经历的最为紧

凑的两周，这段难忘的冬奥会之旅会改变我的人生，我能够站在冬奥

会的领奖台上感到很自豪。”谷爱凌赛后坦言，自己难以相信这段经

历是真实的，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让更多人了解自由式滑雪。“从

开幕式至今，训练、比赛从未停过。今天最后一轮结束时，我感觉到

特别不可思议。现在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几天，能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真的很开心。”

赛场不会辜负努力，保持热爱总有收获。值得一提的是，谷爱凌

是以“全职在校生”的身份完成日常滑雪比赛与训练，且最终在学业

和运动这两个“考场”上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谷爱凌成功的秘诀就是

专注和热爱。因为专注，才能在面对困难时咬牙坚持；因为热爱，才

能在挑战自我中不断实现突破。

经历过漫长的冬奥赛程，在冰天雪地的赛场，谷爱凌也收获了

一段美妙的经历。冬奥会之前，她将自己喜欢的中国符号和时尚

元素印在雪服和雪板上，“我特别开心，可以在冬奥会上推广我热

爱的中国元素。是冬奥会给了我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

项运动，以及我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这些经历也帮助我成长，摔倒

了就继续爬起来迎接挑战。这项运动教会了我自信、友谊，我希望

可以去和大家分享。这是我认为在冬奥会期间最大的收获。”谷爱

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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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18日讯（特派记者张政）今天下

午，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决赛在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进行，中国队派出首次参加冬奥会、

呼声很高的宁忠岩和廉子文出战。最终，宁忠岩以

1分08秒 60的成绩获得第五名，创造了中国选手

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最好成绩，此前获得1500米

亚军的荷兰选手托马斯·克罗尔获得金牌。

决赛中，廉子文在第4组出场，滑出1分09秒

93的成绩。宁忠岩在倒数第二组（第14组）出场，

在全场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中，首次在该项目参赛

的宁忠岩冲过终点时的成绩是1分 08秒 60，最终

获得第五名。这一成绩也创下了我国选手在这

个项目上的冬奥会最佳战绩。2月 19日，宁忠岩

和队友王浩田将参加本届冬奥会速度滑冰最后一

个项目，在男子集体出发赛中再次向奖牌发起冲

击。

在张家口赛区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中，作为第二

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队选手张可欣无论在技巧动作上还是在最终排

名上都实现了突破自我，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张可欣在决赛中的前两轮分数相对落后于其他选手，她在第三

跳时顶着上轮失误的压力，在比赛中挑战高难度1080动作失误，重

重摔倒，一度无法起身。现场医疗队也紧急进场，现场变得安静无

比，大家都在默默地关心着她的情况。好在经过了几分钟救治后，最

终张可欣站了起来，现场响起鼓励的掌声，同时也让所有担心她的观

众松了一口气。

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张可欣获得该项目的第九名。今天虽然

失误摔倒，她仍凭借第一轮78.75分的成绩排名第七，成功超越自

己。本届冬奥会，中国队在女子U型场地技巧项目上实现了4人满额

参赛，选手是清一色的“00后”。除了谷爱凌一骑绝尘，队伍也具备

了与全世界高手一较高下的实力。

张可欣：成功超越自己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

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再创世界纪录
花滑短节目排名第一挺进自由滑决赛

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决赛

宁忠岩创我国选手该项目最好成绩

冰晶雪花

2月18日，记者在长春莲花山滑雪场雪上训练基地

采访到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齐广璞的教

练王爽。谈起此次齐广璞在冬奥会上的表现，他说：“赛

场上的他非常冷静，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选择了5.0的难

度动作并且发挥得很好，最终夺得了冠军，我特别为他高

兴，为他骄傲！”

王爽曾是齐广璞的队友，后又作为教练和他共同拼

搏，见证了齐广璞多年来的不懈坚持和成长。回忆起一

路走来的日子，王爽说：“我们从小一起训练，他一直都是

一个很自律的人，在训练中顽强拼搏，身上有一股坚韧的

运动精神。”

王爽说，齐广璞的冬奥夺金之路走了16年，步履中

饱含艰辛，在备战本届冬奥会的过程中，他也面临着病

痛的困扰。但在开赛前的一段时间，齐广璞和自己交流

时表示，状态很好，没有太大的压力，毕竟已经是第四届

冬奥会，也很可能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已经准备好放

手一搏。

冬奥“四朝元老”齐广璞完美一跳，勇夺金牌。四届

冬奥会的沉淀，让他在这一刻冲上云巅。从年少的热血

到而立之年的沉稳，经历了在赛场上十几年的磨砺，齐广

璞终于收获了属于他的“大满贯”。

金牌与荣耀，汗水与伤痛，共同铸就了齐广璞的逐梦

之路。圆梦冬奥，是齐广璞运动生涯中最灿烂的绽放。

齐 心 圆 梦 冬 奥
——访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齐广璞的教练王爽

本报记者 罗天初 刘帅

去“冰立方”看冰壶比赛，本以为在媒体大巴车上都

是媒体同行，却碰到冰壶世界冠军柳荫。

柳荫曾是我国女子冰壶巅峰时期的一员。2009年世

锦赛冠军、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季军，柳荫、王冰玉、岳清

爽、周妍用实力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冰壶。北京冬奥会，退

役后的柳荫以一个全新身份重新回到熟悉的冰场——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解说嘉宾。

下了媒体车，记者热情地和柳荫打起了招呼。柳荫

告诉记者：“我太爱冰壶这块赛场了，前几天刚来的时候，

我亲吻了‘冰立方’冰面，有很多情怀在里面，也希望小将

们享受冬奥。”谈到“水立方”转换成“冰立方”成为冰壶赛

场，柳荫表示：“这个场馆太美了，让我有一种想上场的冲

动。要是带双冰鞋来就好了，真想再感受一下冬奥会的

冰面。”

2009年3月29日，中国女子冰壶队在世界女子冰壶

锦标赛决赛中，以8比6战胜瑞典队夺得冠军。柳荫和她

的队友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冰壶，也让中国了解了冰壶。

这也是中国首个冰壶世锦赛冠军。随后，“四朵金花”在

温哥华冬奥会上摘铜。2014年索契冬奥会后，柳荫退役

并开始执教生涯，现在她的身份是河北队主教练。

“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首先是没有离开这项

运动，都在为这项运动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参

与北京冬奥会是我们的荣幸。”柳荫说。

冰壶世界冠军柳荫：

回到熟悉的冬奥赛场，这感觉“太美”
本报特派记者 张政

本报北京2月18日讯（特派记者张政）北京冬奥

会竞赛日程渐近尾声，花样滑冰双人滑的比拼成为中

国军团的压轴大戏。今晚，在花滑双人滑短节目比拼

中，搭档15年的中国组合隋文静/韩聪在音乐《碟中

谍》的节奏中翩翩起舞，拿下84.41分顺利晋级19日

的自由滑决赛。84.41分也是短节目的最新世界纪

录。另一对中国组合彭程/金杨短节目拿下赛季最高

分76.10分，同样晋级明天的自由滑决赛。

此前，冬奥会花滑项目已经结束了团体赛以及

男、女单人滑的争夺。团体赛中，中国队获得第5名，

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而在男单项目上，金博洋获得

第9名，朱易则在女单项目排名短节目第27位，无缘

自由滑。相比已经结束的团体和男、女单人滑，中国

花滑队在双人滑的竞争力更为强大，尤其是头号组合

隋文静/韩聪，在平昌冬奥会就获得过银牌的“葱桶”，

目标就是在家门口站上最高领奖台。

谷爱凌庆祝夺冠谷爱凌庆祝夺冠。。 本报特派记者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刘勃 张宽张宽 摄摄

隋文静隋文静//韩聪在比赛中韩聪在比赛中。。

本报特派记者本报特派记者 赵博赵博 摄摄

宁忠岩在比赛中宁忠岩在比赛中。。

本报特派记者本报特派记者 赵博赵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