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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晚，凭借一曲《忧愁河上的金桥》，“葱桶”组合怒放
首都体育馆……隋文静/韩聪在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
中获得155.47分，以总分239.88分的成绩获得冠军！这
是隋文静/韩聪的首枚冬奥会金牌，是中国花样滑冰第二枚
冬奥会金牌，也是本届中国代表团的第九枚金牌！

2月 19日，中国
选手隋文静（右）/韩聪
在比赛中。

新华社供片

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项目比赛中，3位从沈阳体育学
院走出的运动员徐梦桃、齐广璞和贾
宗洋共获得 2金 1银，这是辽宁冰雪
的重大突破。“多年来，沈阳体育学院
一直秉承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原
则，以冰雪为特色，立足辽宁，服务全
国，培养复合型体育人才。”接受采访
时，沈阳体育学院院长刘征表示。

沈阳体育学院竞技体校校长孟
春媛告诉记者，沈阳体院已经摸索出
一条体教融合的道路，打通小学、初
中、中专与本科学制，让学生在“一条
龙培养两分流”的模式下成长。“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在训练、教育以及待
遇等方面得到相应的保障，从学习到
训练、参赛，再到今后就业，形成一个
完整的链条。”孟春媛说。

竞技体育成绩的突飞猛进，离不
开科研水平的支撑。沈阳体育学院
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服务团队，他
们用理论创新解决了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这个项目夏训和冬训转换的
问题，并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队
的高度认可。

“1991 年沈阳体育学院组建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以来，科技服
务一直紧紧跟随。最初是通过生理
指标测试，对训练进行评估。随着
时代发展，目前科技服务已经全面
升级。”沈阳体育学院科研处处长董
传升表示，“升级”可以体现在 3 个
方面，“第一，为运动员建立一个长
期运动组织样本库，进行大数据分

析，对生理生化指标进行深度解析；
第二，基于视频捕捉的智能化运动
表现分析系统，把高清视频直接转
化为动作分析的视频，从而更及时、
更精准、更全面、更科学地对运动表
现分析提供智能化支持；第三，搭建
由分子生物学、脑神经、运动心理学
和运动生物力学 4 个实验室组成的

高水平实验室系统。”
此外，沈阳体育学院在场地智能

化系统建设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刘征告诉记者：“为了弥补雪上项目
夏训的不足，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托，
我们在主校区打造一个高科技的夏
训台，总投资计划 7000 万元。”夏训
台在去年开工，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夏训台最大的特点是铺设了智能化
的场地分析系统。董传升对记者说：

“以前科研人员需要临时搭设视频捕
捉点，通过夏训台则可以‘即插即
用’，非常方便。”同时，沈阳体育学院
自主研发的雪上摩擦系数测量装置，
提高了科学性和稳定性，可以帮助运
动员更准确地确定起滑点。

“通过参加冬奥会，沈阳体育学
院的知名度得到提升，这是我们学
校的骄傲，也是辽宁体育的骄傲。”
刘征如此表示，“学校下一步的目
标，就是保持传统优势，全面开展
冰雪项目。坚持‘三结合’，用冰
雪运动带动学校教学、科研发展，
使其相得益彰。向北京体育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看齐，打造国内一流、
世界知名的体育大学。”

把高科技引入空中技巧项目
——访沈阳体育学院院长刘征

本报记者 李 翔

2 月 18 日，“美丽中国·绿色冬
奥”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新闻中心
举行。记者获悉，中国以实际行动兑
现了“绿色办奥”的庄严承诺，也向世
界集中展现了中国坚持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中国的坚强决心和不懈努
力。北京冬奥会成为迄今为止第一
个“碳中和”的冬奥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
境规划院院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
事长王金南表示，中国政府全面落实

“绿色办奥”举措，充分改造利用鸟

巢、水立方、五棵松等原有奥运场馆，
新增场地从设计源头减少对环境影
响，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成为世界上
第一座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
统制冰的大道速滑馆，碳排放趋近于
零。冬奥会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占
全部赛时保障车辆的 84.9%，为历届
冬奥会最高。

“ 北 京 冬 奥 的 绿 色 低 碳 格 外
好。”王金南说。在北京冬奥会的开
幕式上以“不点火”代替“点燃”、以

“微火”取代熊熊大火，充分体现低

碳环保，可以说这是绿色奥运的新
起点。通过使用大量光伏和风能发
电、地方捐赠林业碳汇等方式，中国
圆满兑现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
的庄严承诺。

“目前来看，北京冬奥会践行‘绿
色办奥’的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
肯定，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
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曾在接受采访
时认为北京冬奥会将成为‘最绿色’
的奥运会。”王金南说。

与此同时，“作为‘双奥之城’的

北京，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创造了特
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世界奇迹。”
王金南表示。

为改善北京空气质量，赫赫有名
的首钢进行了整体搬迁，如今已经打
造成为北京冬奥组委会办公地和自
由式滑雪项目的大跳台比赛场地，实
现了由“炼钢之火”到“雪舞冰飞”的
华丽蜕变。“这是‘绿色办奥’和美丽
中国的一个生动实践和一道亮丽景
观。”王金南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9日电自北京

兑现“绿色办奥”承诺 北京冬奥会实现“碳中和”

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
将于 20 日晚上演，在奥运会会
旗交接仪式后，下一届冬奥会东
道主、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纳
丹佩佐的“八分钟”表演主题为

“双城璧合·聚力联辉”（英文
“Duality, Together”）。该主题
与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和新加
入的奥林匹克格言保持一致。

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冬
奥会交接仪式艺术总监莉达·
卡斯特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米兰和科尔蒂纳丹
佩佐是两座完全不同的城市：
米兰是一座现代之城，象征着
未来；而科尔蒂纳丹佩佐则在
群山之中，体现自然之美。“两
座城的对话，城市与山川让我
们 获 得 了 灵 感 ，从 而 想 出 了

‘Duality, Together’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在中国应该可

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在两个不
同维度达到完美的平衡与和
谐。”卡斯特利说，“这也传递出
可持续的理念，实际上是在说，
我们需要善待地球，去关心并
且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本次“八分钟”表演主题里
有“Together”（译为“在一起、更
团结”），与北京冬奥会主题口
号“一起向未来”（英文为“To-
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和新加入的奥林匹克格言“更
团结”（英文为“Together”）保持
一致。

卡斯特利说，他们在确定
主题之前，并不知道北京冬奥
会主题口号，因此可以说双方

“不谋而合”。“我们不约而同要
展现这个主题，说明这正是当
今世界所需要的，我们要一起
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双城璧合·聚力联辉
——揭秘冬奥会闭幕式意大利“八分钟”表演主题

新华社记者 姬 烨 李春宇

冰球是场面最激烈
的冰雪竞技项目，中国男
女冰球队在家门口作战，
引发国人强烈关注。尽
管中国女子冰球队无缘
八强，但她们逆转丹麦队、绝杀
日本队，展现出出色的技术、力
量和敢打敢拼的勇气。中国男
子冰球队首次步入冬奥赛场，他
们顽强拼搏，输球不输士气，收
获了进球和实战经验。

冰球运动在国内不是很流
行，冰球运动水平与冰雪强国
存在差距，令人欣慰的是，北京
冬奥会有望成为中国冰球运动
发展的新起点。

备战北京冬奥会，中国冰球
运动几乎从零开始，困难非常
大，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竞技成绩上，我们借势发
力。冰球运动发达国家有完备
的职业联赛，因此，参加北京冬
奥会的中国男女冰球选手长年
在海外拉练，借国外的联赛提升
运动水平。站上冬奥舞台，本身
就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历练，中国

男女冰球队摆正位置，放
下心理包袱，整体作风和
拼搏精神令人称赞。

随着近年来的政策
推动和全民参与冰雪的

热潮涌起，中国的冰球人口有了
可观的增长。据中国冰球协会
数据统计，注册青少年球员数量
近几年增长近 10 倍。同时，冰
场数量由 2016 年的 200 余座增
加至600多座。更多的场地，支
撑冰球运动更好地发展，让更多
人喜欢上这项运动。

国际冰联官网数据显示，加
拿大注册冰球运动员共有60多
万人，美国达到56万余人，不难
看出，“冰球人口”是支撑冰球运
动强国的重要基础。北京冬奥
赛场充分展现了冰球的运动魅
力，中国男女冰球队的良好表现
提升了冰球的影响力，这将促使
中国“冰球人口”的进一步增加，
促进冰球热度继续上升。紧紧
抓住北京冬奥会带来的宝贵机
遇，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我们就
能迎来冰球运动的又一个春天。

迎接冰球运动又一个春天
黄 岩

冬奥
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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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徐梦桃、贾宗洋和齐广璞（从左至右）在奖牌颁发仪式上。 新华社供片

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选手
得分由两部分组成，即技术分和
内容分。北京冬奥会双人滑排
名前三的组合中，技术分基本处
于同一水平，比的就是内容分。
这方面，搭档时间较长的隋文
静/韩聪配合更默契，这是他们
的优势所在。

从以往的比赛中不难看出，
隋文静/韩聪自由滑这套动作非
常稳定，唯一的不稳定因素就是
三周单跳，而他们也确实是在这
个环节上出现了失误。但他们
的捻转四周跳是全场分数最高
的单个动作，别的组合都是三
周，他们一下子就把分数弥补回
来了。而且他们把最难的动作
放在了第一个，体能充沛的情况
下去完成，这样的安排也是非常
合理的。

两天的比赛看下来，给我的
感觉，隋文静/韩聪动作编排与
音乐高度吻合，人们可以看到他
们在比赛中情感上的交流，很容
易把人代入到他们的表演中，能
打动观众，更能打动裁判。在双
人滑的高手过招中，技术上几乎
不会出现决定性的失误，比的就
是谁能把这项运动诠释得更具
美感，更富感染力。说实话，前
三组选手不论谁的技术分在前，
谁在后，优势都是很微弱的，因
为大多数动作你能做到的我也
能做到，最后比拼的还是节目内
容。“葱桶”组合最后能夺冠，与
此不无关系。

这些年来，双人滑一直是我
国在花样滑冰上的优势项目，最
应该感谢的是姚滨教练。当年
正是姚教练从适合我国选手的
身材特点出发，把双人滑的抛跳
技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改变了

握法和进入跳跃的方式，在高
度和远度上有了一个质的飞
跃，把抛跳技术带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当我们的抛跳出现在
国际赛场时，一下子惊艳了整
个花滑界。

这样，我国的双人滑从在国
际赛场不被裁判认可，到打造出
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张丹/
张昊这闻名花滑赛场的“三驾
马车”；从抱着向其他选手学习
的态度参加国际大赛，到后来
越来越多的外国选手向我们来
学习抛跳技术。隋文静/韩聪
能够冲破 3 对俄奥队组合的围
追堵截，最终站在冬奥会最高领
奖台上，将为中国花滑带来更大
的自信。

“葱桶”胜在难度和感染力

专家介绍：王蒙，原花样滑
冰国家队冰上舞蹈运动员，全国
花样滑冰冠军赛冰上舞蹈冠军，
全国第十一届冬季运动会季军。

“葱桶”组合 首体怒放
隋文静/韩聪为中国代表团夺第九金

冬奥会花样滑冰一共5个项目，
分别是团体赛、男子单人、女子单人、
冰舞和双人滑。在已经结束的 4 个
项目中，俄罗斯奥委会队包揽团体
赛、女子单人金牌，美国队陈巍获得
男子单人冠军，法国队的帕帕达吉
斯/西泽龙获得冰舞冠军。

作为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冲金
点，花样滑冰双人滑在 19 日晚上展
开自由滑的争夺，在之前进行的短节
目比赛中，隋文静/韩聪和彭程/金杨
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五，他们将面临3
对俄罗斯奥委会队组合的冲击。

在18日晚结束的双人滑短节目
比赛中，隋文静/韩聪获得 84.41分，
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排名
第一。在之前的团体赛中，隋文静/
韩聪就打破了国际滑联双人滑短节
目世界纪录。

双人滑是中国在花样滑冰项目
上的一面旗帜，从申雪/赵宏博首次
冬奥夺冠，打破俄罗斯队对该项目
的垄断以来，中国一代一代的运动
员继续着强势发挥。现在接棒的隋
文静/韩聪已经搭档15年，他们互相
陪伴彼此成长，攀过高山也走过低
谷。他们是彼此的桥梁，相拥走过
困境，期待在北京冬奥会绽放！

隋文静/韩聪今晚压轴出场，
“重启”《忧愁河上的金桥》——捻
转托举 4 周，完成得非常漂亮；点冰
旋转的“3周+2周”连跳，螺旋线，完
成得相当出色；向后三周跳，隋文
静失误了；抛跳菲利普三周，成功；
抛跳 3 周，站稳；最后一个动作托举
到位……就这样，隋文静/韩聪用一
套完美动作结束了自己的自由滑比
赛，如愿圆梦冬奥赛场。

值得一提的是，4年前的平昌冬
奥会，志在夺冠的隋文静/韩聪在自
由滑中失误，以 0.43 分的微弱差距
无缘金牌。0.43分对于隋文静/韩聪
来说如同天堑一般，为了冬奥会圆
梦，他们重新出发，只为弥补这 0.43
分差距，冲击北京冬奥会冠军。来
到北京冬奥会，隋文静/韩聪顶着两
届世锦赛冠军光环登场，目标就是
冲击冠军！

今天参加自由滑的决战，隋文
静/韩聪把握住机会，弥补了 4 年前
在平昌的巨大遗憾。在获得世锦
赛、世界杯、四大洲赛的冠军后，他
们完成了“大满贯”壮举。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9日电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