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夺冠，是意料之
中的，因为这是她的主项。但看
过决赛的过程，我感触很深。

我的头脑里浮现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一览众山小”，谷
爱凌的前两轮得分遥遥领先，对
手 和 她 明 显 不 是 一 个 层 级 的 。
第二个想法是“揣着金牌比赛”，
谷爱凌最后一跳之前就已经确保
冠军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比较
罕见的。

就谷爱凌本身的技术动作来
说，高度、难度、多样性和抓板的
质量远超其他选手，连续难度和
连续高度都创造了女运动员之
最。一个动作是否能够获得高
分，主要看难度，谷爱凌900和540
的动作可以连续进行，而且在裁
判最为关注的平均高度上呈现，
谷爱凌做得很好。有更长的滞空
时间，才能做出优美的、有特点的
空中动作。另外，谷爱凌在比赛
中体现了个人风格，动作飘逸，自
然流畅，这也是她获得高分的重
要原因。

无论是谷爱凌还是苏翊鸣，
与传统观念中的中国队运动员有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在技巧类冰
雪项目里，以前我们的教练和队
员倾向于求稳，没有绝对的把握
不会冲击高难度动作。现在的运

动员则非常敢于挑战自己，一上
来 就 要 拼 ，就 要 冲 击 高 难 度 动
作。谷爱凌和苏翊鸣两名运动员
在本届冬奥会联手夺得 3金 2银，
这足以让我们对冰雪运动的发展
方向产生新的认识。

难得一见“揣着金牌”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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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王石安，我国知名
冰雪运动专家，沈阳体育学院教
授，从事冰雪运动教学研究及训
练工作40余年，参与了我国短道
速滑、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雪
橇、单板滑雪 U 型槽等冰雪运动
项目的引进和推广。

资料片

2月19日，北京冬奥会将产生
10 枚金牌，是开赛以来产生金牌
最多的比赛日。对于中国体育代
表团来说，重头戏是 19 时开始的
花样滑冰双人滑，隋文静/韩聪将
全力向金牌发起冲击。

花样滑冰比赛中，双人滑一直
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2010年温
哥华冬奥会，申雪/赵宏博和庞清/
佟健包揽金、银牌。在北京冬奥会

的舞台上，隋文静/韩聪被寄予厚
望。2月18日的短节目比赛中，隋
文静/韩聪以84.41分暂列第一。

按照赛程，19 日将进行自由
滑项目，根据总分确定名次，决出
奖牌。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隋文
静/韩聪以0.43分的微弱劣势屈居
亚军，留下了遗憾。对于隋文静、
韩聪来说，站在北京冬奥会的最高
领奖台上，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隋文静、韩聪力争圆梦
本报记者 李 翔

在北京冬奥会赛场，谁是我国
参赛项目最多的男运动员？辽宁
运动员程方明！他一人出战冬季
两项6个项目的比赛。

2月 18日，冬季两项男子 15公
里集体出发的比赛在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进行。最终，程方明以44分
26 秒 8 的成绩排名第 30 位。在该
项目的冬奥会历史上，首次有了中
国队的成绩排名。

这场比赛，是程方明在北京冬
奥会赛场的第 6 项比赛，也是最后
一项比赛。让我们回顾一下程方
明之前的参赛轨迹：2 月 5 日，程方
明携手队友出战冬季两项混合接
力 4×6 公里比赛。这也是中国队
历史上首次参加该项目比赛，程方
明最终获得第15名。

2 月 8 日，程方明参加男子 20
公里个人比赛，在92名参赛运动员
中名列第69位。

2 月 12 日，程方明出战男子 10
公里个人比赛，获得第32名。

2 月 13 日，程方明参加男子
12.5公里追逐赛，以 43分 30秒 4的

成绩获得第22名，创造我国运动员
在冬奥会该项目上的最佳战绩。

2月15日，程方明携队友出战男
子4×7.5公里接力赛，获得第16名。

14 天里，程方明平均两天一
赛，要知道，这可是越野滑雪加射
击的冬季两项比赛。省体育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冬对记者
说：“6 项比赛，程方明一共滑 71 公
里，这还不算在射击上的体力消
耗，中国体育代表团最苦、最累的
参赛选手非程方明莫属。”

程方明参加的 6 项比赛，最好
成绩为第 15 名。这更多是因为我

国冬季两项这个项目水平不高，在
冬奥赛场并不具备竞争力。“程方
明参赛就是胜利，就是突破。他在
男子 15 公里集体出发、混合接力
4×6 公里两个小项填补了我国选
手在冬奥会的参赛空白。此外，他
还在男子12.5公里追逐赛中创造了
我国选手的最好成绩。”王冬说。

的确，如王冬所说，冬季项目
偏“冷”，冬季两项则“更冷”。

冬季两项在我国尚属小众项
目 ，不 过 ，程 方 明 在 圈 里 颇 有 名
气。2012年 1月 17日，在首届青年
冬奥会上，年仅18岁的程方明在男
子冬季两项7.5公里比赛中夺冠，这
枚金牌也创造了我国选手在雪上
项目中的历史——之前我国选手
从未在青年级别的世界大赛上获
得冬季两项金牌。

程方明完成了在北京冬奥会的
征程，如何评价自己的发挥？程方明
只是简短地表示：“我还可以做得更
好。”期待程方明未来做得更好，拼
搏的男子汉，最终的成绩不会差！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8日电自张家口

辽宁“铁人”一人参加六项赛事

程方明堪称中国冬奥军团“劳模”

2月18日，中国选手程方明在比赛中。 新华社供片

从开幕式前两天冰壶
混双比赛开战，到闭幕式当
天决出女子冰壶金牌，北京
冬奥会的比赛日里，冰壶比
赛贯穿始终。冬奥会带动

“冰雪热”，冰壶项目在本届冬奥会
上获得广泛关注，一项小众运动，
迅速成为收看热点。

冰壶赛程长是因为比赛场次
多。北京冬奥会上，冰壶的3个项
目（混双、女团、男团）共进行 147
场比赛，连打19天。赛程长，自然
曝光的机会多。据统计，一段时间
以来，冰壶的网络搜索量同比去年
增加 310%。比赛看得多了，对冰
壶比赛规则有了初步了解，小众项
目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越来越
多的网友晒出“民间冰壶”，包装
盒、水壶、茶壶、饮料罐……只要能
往前滑动，万物皆可“冰壶”。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玩
过冰壶的人不多。1993 年，中国
体育人第一次关注冰壶运动，时任
沈阳体育学院竞技体校校长郭亦
农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了题为《我
国开展冰壶运动的可行性研究》的
论文，并给当时的国家体委打了报

告。此后，哈尔滨率先在国
内开展冰壶运动。2003 年
亚冬会，以哈尔滨队为班底
的中国冰壶女队拿到冠军，
冰壶才为更多人了解。但

受场地与装备限制，这项运动在中
国的普及率不高。

随着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创
下收视新高，冰壶这项小众运动迎
来大众化契机。这不难理解，如今
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滑雪、滑冰，当
年也是不折不扣的小众运动。国
家体育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初，全国室内外滑雪场
共计 803 个，覆盖 29 个省区市，与
2015年相比，增幅达41%。

像滑雪从小众 走 向 大 众 一
样，冰壶要提高普及率，首先需要
解决场地问题。无须着急，北京
冬奥会给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动力，全民参加冰
雪运动正成为新风尚。随着人们
对冰雪运动理解的深入，对冰雪项
目的欣赏和参与需求不断增加，冰
壶等当前的小众项目会迎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其中蕴藏的巨大能
量也将充分显现。

小众运动迎来大众化契机
黄 岩

刘博强，2017 年还是一名首钢
工人，当了23年的轧钢工、焊工，经
历了首钢的搬迁调整。

2016 年，北京冬奥组委进驻
首钢北京园区，老厂区的精煤车
间、运煤车间改造成冰壶等 4 块冰
场。2017 年夏天，刘博强报名参
加了首钢组织的制冰技术培训，
正式开启了从火到冰的“跨界”人

生，成为一名制冰师，服务北京冬
奥会。刘博强坦言，“从火到冰”的
转变让他收获了新的人生价值。

刘博强说：“许多人可能认为
制冰很容易，放点水、冻成冰不就
完成了嘛，真没那么简单。服务于
冬奥会赛场，制冰对水温、洁净度、
pH值都有严格要求，不同的比赛项
目对冰的软硬、薄厚、温度要求也

不一样。要想制成一块合格的冰
场，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

刘博强每天的工作是配合国
家队训练需要维护冰壶赛道。刘
博强希望能吸引更多人了解、学习
制冰，希望借助北京冬奥会的东
风，让中国的冰上运动项目得到长
足发展，“相信未来制冰师将发挥
重要作用，以冰壶项目为例，冰壶

运动能不能更好地发展，制冰十分
关键，所以必须加快培养更多的冰
雪行业从业者”。

目前，刘博强正以中国工匠的
姿态，出现在保障北京冬奥会的现
场。“工匠精神的内涵之一就是精益
求精，凭着中国工匠的韧劲，我相信
自己未来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8日电自北京

从首钢工人到制冰师

刘博强的人生因冬奥会而改变

2月 18日，在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
技巧决赛中，中国队选手谷爱凌以碾压级表
现，毫无悬念地摘取了她在北京冬奥会上的
第二枚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
冬奥会上获得的第八枚金牌。

上图为2月18日，
谷爱凌在颁发纪念品
仪式上。

下图为2月18日，
谷爱凌在比赛中。

新华社供片

完成三个项目都站上领奖台心愿

谷爱凌：成功99%来自努力
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

巧这个项目，谷爱凌是不折不扣的
“第一高手”，本赛季她囊括了 4 站
世界杯该项目金牌，她15次参加该
项目的世界杯赛事，8次拿到冠军，
几乎每次参赛都能站上领奖台。

在 2 月 18 日的首轮比赛中，谷
爱凌一出场就是连续两个转体 900
度的动作，难度极大，整套动作圆
满完成，裁判很快打出分数：93.25
分。作为首轮唯一得分超过 90 分
的 选 手 ，谷 爱 凌 位 列 第 一
名。第二轮比赛，谷爱
凌获得 95.25 分，领先
第二名5.25分。

第三轮，由于
之前出场的选手
均未超过95.25分，
谷 爱 凌 提 前 夺
冠！这一刻，谷
爱 凌 激 动 得 哭
了，“我为此付出
了非常多的努力，
今天得到了我梦想中
的回报，我非常激动。
从开幕式到现在我
训练、比赛没停，今
天 比 完 最 后 一
项，觉得特别不
可思议。这是我
生活至今最紧凑
的 两 三 个 星 期 ，
我的人生也因此改变，能
够站在这里我非常自豪！”

自豪之余，谷爱凌解释，
由于比赛的时候风很大，出于
安全考虑，她做动作时只拿出
了60%的难度。

由于提前锁定冠军，谷爱凌
在第三轮随意做了几个动作就直
接滑到等分区。这样的做法让
很多记者很好奇，毕竟在过
去两年中，谷爱凌从未在已
经确定胜利的情况下采取这样
的滑法。

“以前我即使知道自己已经
获胜，也会继续挑战自己，但这一
次我不想展示自己多强，而是想

让大家知道这项运动多有趣儿，
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谷爱凌向
记者表示，“我选择了一些搞笑的
动作，就像我现在戴的这顶帽子
一样，滑雪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事情，我戴上它是让大家觉得真
好玩、真可爱，这就是我对滑雪的
感觉。”

首次参加冬奥会就收获 2 金 1
银的谷爱凌，已经创下了多项纪
录：首位在单届冬奥会独得 3 枚奖
牌的自由式滑雪选手、最年轻的获
得 3 枚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自由
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项目最年轻
的冬奥奖牌获得者、自由式滑雪
女子 U 型场地项目首位在冬奥会
夺冠的时任世界冠军、自由式滑
雪史上首位在同一个项目中问鼎

“冬奥会+世锦赛+‘X Games’+世
界杯赛季总冠军”的女运动员……

需提及的是，谷爱凌只有 18
岁，是人们眼中的天才少女。不
过，对于天才一说，谷爱凌始终表
示反对。她认为，自己成功的因素

中，天赋最多占 1%，其他 99%都
来自自己的努力。

“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天赋，即便有也肯定非常小。我觉
得天赋只是在最开始滑雪时起作
用，有可能让你学习滑雪的速度比

别人快一点，但当你开始练习如
此有难度的动
作时、当你必
须 去 健 身 房

开始训练时、当
你必须进行心理建设时，这都是努
力，99%都是努力。”谷爱凌特意强
调，她真的把所有可做的东西全部
做了。

除了努力，谷爱凌还和记者们
分享了一个成功的小秘诀：“泡澡、
弹钢琴、写日记。想一遍明天要做
的事，睡前45分钟不碰手机。”

在结束采访之后，谷爱凌的心
已经飞到家人和食物上，“我已经
等不及要见到妈妈和姥姥，她们在
等着我吃涮羊肉……”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8日电自张家口

冬奥
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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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中国选手隋文静（左）/韩聪在比赛中。 新华社供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