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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4银、2铜共15枚奖牌，创造了参加
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在北京冬奥会上，中
国运动员交出了一份亮丽的冰雪答卷。

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
冰雪健儿在奥运赛场上展现出了新时代中国
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中国冰雪运动
实现新突破、开启新篇章。

打破“冰强雪弱”旧格局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短道速滑队！”——
曾为中国夺得首枚冬奥会金牌的短道速滑队，
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2金1银1铜的佳绩，在
登上领奖台的荣耀时刻，短道速滑队喊出了这
样自豪的话语。冬奥会赛场上，中国短道速滑
队在混合接力项目上夺得代表团首金，极大提
振了士气。任子威、武大靖、范可新、曲春雨等
老将和新生代前后相继，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短
道速滑的传承力量。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2月19日，当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选
手隋文静/韩聪夺得中国代表团第9金，首都体
育馆内响起《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这是中国
双人滑组合时隔12年再次站上冬奥会最高领奖
台。一曲《忧愁河上的金桥》让无数人热泪盈
眶，也让中国代表团的冬奥之旅实现精彩收官。

“我把这枚金牌献给祖国！”——身为中国
代表团开幕式旗手，高亭宇在速度滑冰男子500
米比赛中打破冬奥会纪录夺金，实现中国在速
度滑冰男子项目上冬奥金牌“零”的突破。美丽
的“冰丝带”，见证了中国速滑的新速度。

曾几何时，中国冰雪运动“冰强雪弱”。从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
中国队取得的13枚金牌中，有12块来自冰上
项目。而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在雪上
项目斩获5金2银，一举改变“冰强雪弱”格
局，昭示着冰雪项目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单板滑雪，“翊”鸣惊人——在北京冬奥会
上度过18岁生日的苏翊鸣，在单板滑雪男子
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上获得 1金 1
银。中国少年用强劲实力惊艳世界。在“雪长
城”上亮出1800高难度动作，在首钢滑雪大跳
台上夺冠，中国单板滑雪项目的首枚冬奥会金
牌，是苏翊鸣送给自己最好的成人礼。

身兼三项，爱凌登顶——不到19岁的谷
爱凌出战自由式滑雪大跳台、U型场地技巧、
坡面障碍技巧3个项目，夺得2金1银。凭着

“要做到自己最好”的信念，谷爱凌在一次次
凌空飞跃中创造佳绩。她标志性的微笑、对
滑雪的热爱和享受，让人们对冰雪运动有了
新的认知。

空中技巧，老将圆梦——第四次参加冬奥
会的徐梦桃和齐广璞，分别获得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男女个人项目桂冠。他们还与老将贾
宗洋搭档，赢得混合团体银牌。无惧伤病的勇
敢坚持、矢志追梦的拼搏韧劲，让中国空中技
巧队又一次站上世界之巅。“我是第一”的呐
喊，成为北京冬奥会上的强音。

开辟冰雪项目新天地

北京冬奥会全部109个小项中，中国选手

在35个小项上实现参赛“零”的突破。参赛就是
突破、完赛就是胜利，每个冰雪项目迈出的参赛
一小步，汇聚成了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一大步。

钢架雪车赛场，赵丹、黎禹汐上演中国女
子钢架雪车冬奥首秀；闫文港、殷正首次参赛
表现亮眼，闫文港获得的宝贵铜牌，创造了中
国钢架雪车项目新历史。“中国速度”的提升，
孕育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雪橇赛场，中国雪橇队第一次站上冬奥舞
台。范铎耀、王沛宣以及黄叶波/彭俊越在“雪
游龙”上越滑越快，“冷门”项目有了更多热度。

雪车赛场，中国队在4个小项上全项目参
赛。怀明明和应清在女子单人雪车比赛中分
别获得第6名和第9名，展示了中国雪车水平
提升的新希望。

高山滑雪赛场，中国队首次在11个小项
上全项参赛，“雪飞燕”见证新突破。老将孔凡
影身兼6项，成为当之无愧的“劳模”；徐铭甫、
张洋铭、倪悦名等选手在滑降、回转和大回转
等项目上成功完赛。

冰球赛场，中国男子冰球队首次亮相冬奥
会，在与加拿大队、德国队等强队的比赛中打
出气势，打进4球；时隔12年重返冬奥会的中
国女子冰球队，在小组赛收获两胜，让人们看
到了重返巅峰的可能。

冬季两项赛场，相较于平昌冬奥会只有两
名女队员参赛，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4
男4女的参赛资格。在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
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程方明成为参赛运动员中
唯一的亚洲面孔。

北欧两项赛场，中国队同样实现全小项参

赛。赵嘉文表现不俗，在个人标准台+10公里
越野滑雪和团体赛等项目上实现突破。

跳台滑雪赛场，宋祺武、董冰、彭清玥3名
小将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中演绎飞
鹰翱翔，尽管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相信未
来会更好。

越野滑雪赛场，中国队在多个小项中创造
了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李馨、王强等选手的
表现令人惊喜。小将陈德根、巴亚尼·加林积
累了宝贵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参赛的177名运动
员中，约有1/5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事冰雪
项目专业训练的，雪上项目更是有近一半为跨
界跨项选材运动员。经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
中国冰雪运动“踏冰而来，逐雪前行”的美好愿
景正在成为现实。

展现中国冰雪运动新风貌

冬奥会是青春激扬、创造历史的舞台。北
京冬奥会上，中国“00后”运动员的表现格外
亮眼。

他们一鸣惊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新一代
运动员的实力。他们创造纪录，留下了青春的
足迹。17岁的何金博，是中国首位入围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的男运动员。他说，职
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冬奥会就是起点。19岁的
荣格在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中获得第5，她
说，想让世界看到中国运动员有足够的实力。

他们不惧失败，在逆境中勇敢向前。21
岁的高宏博，在赛前训练中脚部受伤，为了奥

运梦想坚持以简单的动作绽放赛场。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选手邵琪，在尝试三周跳动作时
落地失误，重重摔在雪面上，但她说，只要挑战
了自己的极限，就没有遗憾。

冬奥会也是互相激励、展现友谊的舞台。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以东道主的热情，
展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冰壶混双循环赛上，中国队组合凌智/范
苏圆将冰墩墩徽章赠与美国队选手，小小礼物
见证了文化的交流；徐梦桃在自由式滑雪女子
空中技巧项目上夺得金牌，美国队运动员考德
威尔与她紧紧拥抱，一起呐喊，温暖的一幕令
世界动容；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领奖台
上，中国队姑娘主动邀请荷兰队和韩国队选手
自拍合影，欢乐的氛围感染了每一个人；花样
滑冰表演滑后，中外运动员一起围成奥运五
环，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
林匹克格言。

中国冰雪运动的突破不仅在赛场内，更在赛
场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北京冬奥会
申办成功至2021年10月，全国参与冰雪运动的
人数为3.46亿，冰雪运动参与率超过24%。“带
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提前实现，冰雪
运动不断“南展西扩东进”，实现了冰雪项目水
平的快速提升和冰雪运动版图的大幅拓展。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言，从世界
范围来看，冬季运动的时代可以划分为北京
冬奥会之前和之后。中国带动3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将为冰雪运动开启新时代。未
来，全球冰雪运动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
格局。 李忠璐

努力并不一定最终成功，但不努力永远不
可能成功。成功的要素都有什么？从刚满18
岁的中国单板小将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上成
功摘得中国单板滑雪冬奥首金，并最终获得一
金一银，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答案：天赋、伯乐、
努力、坚守、机遇。

天赋。2004年，苏翊鸣出生于冰雪资源
丰富的吉林市。他的父母都是滑雪发烧友，所
以苏翊鸣4岁时就和父母一起上了雪场。当
年，滑雪在中国还不算普及，根本没有适合小
孩的装备，苏翊鸣就用大人的雪板和护具开始
了滑雪生涯。他学得很快，没多久就可以熟练
换刃并在中高级雪道上自如驰骋。

据吉林蜂巢俱乐部创始人刘伟回忆，苏翊鸣
是特别有灵性的小孩，第二年就能做转体动作，

“开始是我们教他，但没几年就是他教我们了。
他还经常参加大人的比赛，一点都不畏惧”。

苏翊鸣曾就读于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当年
的班主任何玲回忆说，他从小就想当单板王，想
当奥运冠军；最重要的是，他的专注力非常强。

伯乐。就在苏翊鸣的滑雪技术已超越身
边雪友之时，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伯乐——
中国职业单板滑雪选手王磊。

据王磊回忆，他当时正在北京举办一个青
训营，苏翊鸣是学员之一。“很快我就发现，苏
翊鸣不但模仿能力特别强，小小年纪还会自己
去琢磨动作，通过思考让这个动作做得更好。
这和其他孩子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对
这项运动的极度热爱，绝对是个好苗子。”

苏翊鸣滑雪生涯中的第二个伯乐是日本
教练佐藤康弘，这是一位有近30年执教经验、
为日本培养出世锦赛女子冠军和世界杯男子
冠军的著名单板滑雪教头。北京冬奥会申办
成功后，佐藤康弘接受中方邀请，执教中国单
板滑雪大跳台及坡面障碍技巧队，苏翊鸣是他
最得意的门生。

根据中国不少选手是跨界而来的情况，佐
藤研究出一套“速成法”，能在较短时间内提高
运动员水平。像苏翊鸣这样具备相当基础的
选手则更是如虎添翼，成绩提高迅速。两人刚
接触时，苏翊鸣还只能完成翻转两周，现在则
已是在训练中完成内转1980度抓板动作的世
界第一人。

努力。苏翊鸣的好友、在北京冬奥会上获

得2金1银的谷爱凌说，天赋只是在运动员接
触项目时能起到助推作用，但没有一个奥运冠
军是纯靠天赋成功的。

多位曾与苏翊鸣一起训练的队友表示，苏
翊鸣的成功不是偶然，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
训练。

长白山万达泰格岭山地公园见证了苏翊
鸣的成长，这里也是他起飞的“秘密基地”。公
园员工孙建军负责开雪地摩托送运动员上山
训练，他曾多次接送苏翊鸣。“苏翊鸣刻苦训练
是出了名的，早上别人还没上雪道，他已经在
上面了，别人去吃饭了，他还在训练。”

苏翊鸣自己透露，他曾在一周的训练中滑
坏过4个雪板。佐藤康弘对苏翊鸣的评价是，
聪明、自律、目标明确，对训练有着强大的热
情，毫不懈怠。

坚守。人在一生中总会面临几次重大选择。
苏翊鸣7岁时在一次滑雪中受伤，大腿骨折。躺
在病床上的苏翊鸣面临第一次重大抉择。母亲李
蕾意识到，在这种困难下放弃，苏翊鸣失去的绝不
仅仅是酷爱的滑雪。母亲的支持与苏翊鸣不谋而
合，且坚定了他继续滑雪的决心。

2014年，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拍摄期
间，剧组需要一名滑雪出众的男孩扮演“小栓
子”一角，苏翊鸣被选中，此后，他还陆续出演了
几部电影。但演戏毫无疑问对滑雪产生了影
响，苏翊鸣也因此面临第二次重大抉择。他的
最终选择人们已经知晓，据王磊回忆，“那段时
间我见到他时，一提到滑雪，他的眼睛都亮了。”

机遇。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让
冰雪运动的种子得以在中国各地播撒，这对苏
翊鸣来说无疑是重大机遇。

2018年，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成立。早
有准备的苏翊鸣也在这一年正式成为职业滑
手，佐藤康弘“钦点”苏翊鸣入队，14岁的天才
少年由此开启了职业生涯和为国征战的旅途。

备赛冬奥这几年，苏翊鸣走南闯北，在国内外
参加了一系列的高强度训练和高级别比赛，实力
和成绩迅速提高。国家对一名具有非凡潜质的冬
奥选手的支持力度有多大，是显而易见的。

在北京和崇礼摘金夺银后，苏翊鸣总会对
记者说——感谢国家，感谢父母，感谢教练
……了解他的人都明白，这绝不是客套话。

寿光辉

2月20日，随着“雪车之王”弗里德里希
和他的队友几乎毫无悬念夺得男子四人雪
车金牌，北京冬奥会雪车雪橇项目比赛全部
落下帷幕。10枚雪车雪橇金牌，德国军团
独揽9枚，称霸“雪游龙”，这不禁让人要问，
德国队为何在雪车雪橇项目强悍如斯？

本届冬奥会雪车雪橇项目共诞生10
枚金牌，其中雪橇项目4枚、钢架雪车项目
2枚，雪车项目4枚。除女子单人雪车金牌
花落美国名将凯莉·汉弗莱斯外，其他9枚
金牌均被德国军团卷走，而男子双人雪车
项目德国选手更是包揽金银铜牌，其统治
力可见一斑。

德国雪车雪橇“梦之队”的铸就，要从德
国的赛道硬件、青训体系和科技力量说起。

首先是全球领先的赛道硬件。与篮
球、羽毛球等大众化运动相比，雪车雪橇项
目必须有专业赛道才能保证成绩。当前全
球仅有17条符合奥运竞赛标准的雪车雪
橇赛道，德国独占4条。自1970年起，德国
便开始修建专业的现代雪车雪橇赛道，是
全球专业赛道修建最早、数量最多的国家。

先天的优势使得德国运动员不用长
途跋涉到国外备战，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更
专业的训练。“德国的赛道条件是其他国
家无法比拟的，我们从小就可以在赛道上
接受专业训练。”男子钢架雪车金牌得主
格罗特赫尔的表态也是其他德国运动员
的普遍感受。

其次，完善的青训体系也为德国源源不
断地输送了大量雪车雪橇人才。1889年，德
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家雪橇俱乐部，目前德
国全国已有数百家雪车雪橇俱乐部。德国小
孩从小就接触雪车雪橇运动，许多学校也设
有雪车雪橇课程，大大小小的雪车雪橇俱乐
部，如足球俱乐部一般与学校建立联系，从中
发现好苗子，经层层选拔，不间断地输送人才。

以北京冬奥会雪橇项目的4位金牌
得主为例，他们从13岁起就一块训练、比
赛，不仅单人能力突出且团体作战默契度
十足。如德国雪橇队主教练诺伯特·洛克
所言，这4位奥运冠军都是经过20多年的
锤炼才有今日成就，尽管他们在年轻时都
受过伤，但在伤愈后变得更加强大。

对于德国青训体系的完善，中国钢架
雪车队领队孙帆亦有同感。此前他曾率
队赴海外备战，在德国等国外赛道经常可
以看到大量青少年甚至学龄前儿童从雪
车雪橇赛道最高点顺利滑下。

德国雪车雪橇“梦之队”的炼成，也离
不开运动器材、赛道模拟器等黑科技的加
持。德国队获得宝马汽车等大企业的支
持，其雪车雪橇采用F1赛车的材料技术和
风洞实验，紧跟世界科技潮流，始终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看似普通的雪橇、钢架雪车
内部包含各种精细的零部件。而每一辆雪
车都价值不菲，价格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元
人民币不等。要在时速超130公里的情况

下保证运动员安全，其内部的科技含量可
想而知；而中国直到2021年9月才正式交
付首辆国产雪车，结束雪车装备长期以来
被外国品牌垄断的历史。

为了让德国运动员提前熟悉“雪游
龙”赛道，科研人员为德国队设计了“雪
游龙”的赛道模拟器，其逼真程度让运动
员即使身在德国也能“身临其境”。对
此，中国雪橇国家队主教练玛格·安德烈
亚斯·施密德表示，本届冬奥会德国雪橇
队在“雪游龙”赛道总共才滑行40余次，
但赛道数据的收集和模拟让他们能提前
熟悉“雪游龙”，从而在较少的滑行次数
中依然取得好成绩，而这些都离不开资
金和技术的支撑。 罗敏

天赋 伯乐 努力 坚守 机遇

苏翊鸣的“成功密码”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于3月4日至
13日举行。2月21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
成立，这是我国第六次组团参加冬残奥会。
代表团由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任团长。

代表团总人数为217人，其中运动员96人
（男运动员68人、女运动员28人），教练员、工作
人员、竞赛辅助人员、医疗保障人员121人。

运动员来自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有汉族、满族、佤族、傣族、侗族、彝族、苗
族等7个民族，全部为业余选手，职业有工
人、农民、学生、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运动
员平均年龄25岁，年龄最大的为45岁的高
山滑雪运动员张海原，年龄最小的为17岁
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耿焱红。

代表团中有85名运动员为首次参加冬

残奥会，占88.5%。代表团将参加轮椅冰
壶、残奥冰球、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单板滑
雪、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全部六个大
项、73个小项的角逐。与2014年索契冬残
奥会相比，参赛大项从2个增加到6个，小项
从6个增加到73个。这是我国参加冬残奥
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数最多、
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体育部副主任勇志军
介绍：“我国冬残奥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近
年来奋起直追，逐步发展壮大。”2015年之
前，在冬残奥会6大项目中，中国仅开展了残
奥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2个大项。2002年，
中国首次派出4名运动员参加美国盐湖城冬
残奥会。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残奥会，中

国派出10名运动员参加残奥越野滑雪和轮
椅冰壶等2个大项、6个小项的比赛，轮椅冰
壶队获得第四名，是当时中国参加冬残奥会
的最好成绩。2015年7月，北京携手张家口
赢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中国
冬残奥运动随即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

2016年以来，中国参加了多项冬残奥
国际赛事，获得多枚奖牌，多个项目实现

“零”的突破。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中国
轮椅冰壶队获得冠军，实现了中国冬残奥会
历史上金牌和奖牌零的突破。2021年，中
国参加了北京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单板滑
雪、越野滑雪、轮椅冰壶、残奥冰球等项目测
试活动，达到锻炼队伍、提高水平、熟悉适应
场地的目的。 高文旸

北京冬残奥会中国军团成立
将参加全部6个大项比赛

10枚金牌独揽9枚 宛若中国乒乓巴西足球

德国雪车雪橇强到“没朋友”

苏
翊
鸣
在
比
赛
中

德国双人雪车在出发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