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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滑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
项目之一，素有“雪上田径”之称。

2月 11日，平昌冬奥会越野滑雪男
子 15公里+15公里双追逐比赛在阿尔
卑西亚越野滑雪中心举行。

在白雪皑皑的越野赛道上，68名选
手依次出发，你追我赶；能容纳数千名观
众的看台，座无虚席，许多人顶着烈烈寒
风，举着本国国旗，声嘶力竭地喊着。越
野滑雪，在冬奥会上有着不一般的热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赛场上 68
名运动员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只有我
军选手王强一人，人声鼎沸的雪道上他
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能参加冬奥会，跟全世界最好的

选手一起比赛，对我来说是个绝佳的学
习机会。名次我不会太在意，我力争做
好每一个细节，滑好每一个动作，超越
自己就满意。”对于此次比赛的目标，赛
前王强心态很平和，他以挑战者的姿
态，向自己的最好成绩发起冲击。

拼搏到感动自己！“已经尽力了，确实
差距很大，还需要埋头苦练。”走下滑雪
场，王强直言与欧美强手差距较大，但这
并没有削弱他的信心。

从12岁初识滑雪，19岁收获首个全
国冠军，23岁成为冬运会“三冠王”，王强
已经成为中国男子越野滑雪的“主心骨”。

他的成长，离不开原八一雪上运动
大队的悉心栽培。2009年，在伊春体校
练滑雪的王强，给前来选人的八一雪上

运动大队教练陈国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他还不到 15岁，但这孩子身体条
件好，在体校时明显比同龄人的成绩高
出一筹，是个好苗子。”

经过几年的专业训练，王强很快就
在国内比赛中崭露头角。2015-2016赛
季，王强迎来大爆发，他参加了国内全部
的越野滑雪比赛，包揽 10枚金牌，并在
2016年第13届全国冬运会中连夺3金。

很多人不知道，在两年前全国冬
运会上，王强是带伤作战的。此前的
一次训练中，王强不慎摔倒，导致左手
手腕骨裂。不服输的王强，仍想在冬

运会上证明自己。伤病恢复的时候，
他就和教练探讨技巧；没有雪的时候，
他带着夹板通过滑轮徒手训练；等受
伤的胳膊慢慢能使上劲了，他迫不及
待地抓紧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
冬运会时王强连夺 3金，王者归来。

13年寒来暑往，13年苦练不辍。一
如王强今天孤独的滑行，越野滑雪在国
内也有几分“孤独”，尤其是长距离项目，
器材不易解决、受关注程度不高等问题，
让它只能是“少数人参与的冷门项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几年，历经
国内外大赛的洗礼，王强的技术越来越成

熟。如今，王强第一次站在了冬奥会的越
野滑雪赛场上，他希望能够用行动和成绩
证明自己，一如他的名字：“强”势出击。

平昌冬奥会结束后，就将进入“北京
冬奥时间”。“每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目
前来看我离世界冠军还差很远。”展望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王强已经有了小
目标，“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后的
训练更要兢兢业业，下届在家门口举办的
冬奥会上，希望成绩能够有所突破。”

（本报韩国平昌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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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厚积薄发，而在体育领域，则

是厚积广发。

竞技场上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没

有足够的“摩托小时”做铺垫，便想着“弯

道超车”，门都没有！

平昌冬奥会开赛两天来，冰雪赛场

上的比赛结果屡屡印证了这一结论——

人们总是习惯于依据之前的训练情况和

比赛成绩预测奖牌归属，而结果往往也

确实如此！平昌冬奥会首金——越野滑

雪女子7.5公里双追逐比赛，冠亚军分

属瑞典卡拉和挪威比约根两位名将，而

在4年前的索契冬奥会上，这两人的奖

牌刚好换了个颜色；速度滑冰则成了荷

兰人的天下，继昨天荷兰人阿克特里科

特在速滑女子3000米比赛中技压群芳，

今天速滑男子5000米比赛荷兰选手克

莱默更是以破冬奥会纪录的成绩摘金。

其他几个项目的金牌，也没有爆出什么

冷门，几乎全是冠军热门人选最终赢得

了比赛。

没有平时的厚重积累，想在比赛中

爆冷的可能性都不会出现。昨天举行的

平昌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 7.5公里比

赛，我军选手张岩、唐佳琳携手出战，体

力和滑行环节上的明显差距，让她们最

终远离奖牌。“尽管我们两人在亚洲算顶

尖选手，但与欧美最优秀选手的差距还

是较大的。”张岩赛后坦言。而在今天下

午结束的越野滑雪男子15公里+15公

里双追逐比赛中，我军选手王强也因实

力不济，名落孙山，输得心服口服。

的确，赛场上需要靠实力说话。比

赛中有时候需要点运气，但实力往往是

决定最终成绩的裁判。每个国家都有自

己的优势体育项目，犹如乒乓球之于中

国、足球之于巴西、篮球之于美国……能

够在某个体育项目上呈现“统治级”的优

势，首先源于这个体育项目在其民众中

普及的广度和厚度。

回到平昌冬奥会上，在首金越野滑

雪项目比赛中，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的两个邻居挪威和瑞典占据了前十名

选手中的5席，由此可以想象出“北欧双

雄”在雪上项目中的实力。翻阅前几届

冬奥会奖牌榜，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夏

季奥运会上几乎默默无闻的挪威代表

团，居然是冬奥会奖牌榜三甲的常客！

究其原因，缘于挪威这样的北欧国家在

冬奥会基础大项——越野滑雪项目上

拥有的厚实群众基础。要知道，越野滑

雪在挪威可是个全民参与的体育项目。

如同夏季奥运会上“得田径者得天

下”，冬奥会上则是“得雪上者得天下”。

本届冬奥会设立102枚金牌，其中雪上

项目金牌数占到了70枚，而越野滑雪又

是雪上第一大项，和越野滑雪有关联的

各小项金牌总数占到了雪上项目的一

半。欧美冰雪强国在雪上项目的统治，

保证了他们在奖牌榜上的靠前位置。

反观我们，自 1980年参加冬奥会

以来，我国冰雪运动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部分项目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同

时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我们的优势项目

仅仅集中于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等为数不多的几个项

目上。与欧美冰雪强国多点开花相比，

我们在优势项目的广度上存在较大差

距，在冬奥会上我们要想办法在雪上项

目拓展优势。

随着北京成功申办 2022年冬奥

会，我们在巩固冰上项目优势的同时，

雪上项目的拓展力度也在大大加强，有

的项目已经初见成效。平昌冬奥会上，

中国军团在跳台滑雪、雪车等多个雪上

项目获得了参赛资格。正如首次参加

冬奥会的中国越野滑雪小将池春雪所

言：“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踏

实了才能走得更远。给中国越野滑雪

一些时间，让我们慢慢向国际先进水平

靠拢。”

改变已经开始。随着“3亿人上冰

雪”战略的有效落实，我们有理由对四

年后的北京冬奥会抱有美好的期待！

（本报韩国江陵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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