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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冬奥会，对于中国短道速滑队
来说，注定不寻常。不仅因为有韩国队
这个强大的对手，还因为在场上数次遭
到裁判的判罚。

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上，没有最惨烈，
只有更惨烈。

2月 20日晚，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
女子 3000 米接力决赛在江陵冰上运动
场举行。A 组决赛中，由范可新、曲春
雨、李靳宇和周洋组成的中国队与意大
利、韩国和加拿大三支队伍为金牌展开
最后的争夺。

比赛开始后，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队
都在领跑。第 24圈，韩国队交接棒失误
导致加拿大选手摔倒，中国队依然领
先。第 25圈，范可新交接棒时未能守住
位置，韩国队趁机从内道冲到第一，并将
优势保持到终点，中国队第二个过线。

正当大家为中国队冲金无果而遗憾
时，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赛后经过数
分钟的等待，裁判最终判罚中国队、加拿
大队犯规，成绩无效！结果，韩国队以 4

分 07 秒 361 成功卫冕，意大利队以 4分
15秒 901获得亚军。B组头名、刚刚以 4
分 03秒 471刷新世界纪录的荷兰队幸运
地递补获得季军。

裁判的判罚，让中国队的姑娘们当
场就蒙了。“我们都不知道哪里犯规了。”

走出赛场提着冰鞋的周洋与队友一脸无
奈，“我们整个超越都是干净的，而且在
等待最终结果时大屏幕回放的都是韩国
队绊倒对手的画面，甚至都没有中国队
的回放。”

尽管中国队在赛后第一时间就提出

了申诉，但结果已然无法改变，姑娘们四
年的付出毁于一旦。

中国短道速滑队在平昌尚未能赢得
金牌，除了临场发挥不佳之外，还跟主要对
手的水平提升有很大关系。欧洲的荷兰、
意大利、英国、匈牙利以及北美的美国、加
拿大等队伍的实力不断增长。亚洲的老牌
劲旅韩国队依然实力超群，日本队、乌兹别
克斯坦队等新锐力量也强势崛起。

反观中国队，不仅遭遇新老交替的
窘境，还在赛前遭遇伤病危机。平昌冬
奥会前，因主力队员臧一泽和林悦受伤，
中国短道速滑接力女队几乎陷入无人可
用的境地。成绩不佳，也就在所难免。
“比赛就是比赛，不能重来。如果要

得第一，还得再等 4 年。”主教练李琰
说。在未来四年内，中国短道速滑队除
了要提升队员的技战术水平，在规则理
解层面也有不少功课要做。
“只有专注做好自己，才能更强大。”

作为中国冬季项目的“王牌之师”，短道
速滑队唯有更专注地做好自己，方有可
能在4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上卷土重来。

（本报韩国江陵2月20日电）

左上图：2月20日，中国队选手在比

赛结束后等候成绩。 新华社发

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第二个冲过终点，却被判犯规取消

成绩。短道速滑队肩负冲金重任，要想在4年后强势反弹，必须——

“专注做好自己，才能更强大”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演艺界有所谓的影、视、歌三栖明

星，体育圈里也不乏这样的跨界达人。

“篮球之神”乔丹在连拿3枚NBA总

冠军戒指后，拔剑四顾无对手，遂跨界玩

起了棒球。当然，在棒球场上“乔帮主”

远不如在篮球场上得心应手，两年后他

又回到了熟悉的战场，再拿3枚NBA总

冠军戒指，功成名就后退隐江湖。

“闪电”博尔特也有一颗“躁动的

心”，这位“地球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去年

在伦敦田径世锦赛上宣布退役后，便有

转战绿茵场的想法，结果如何，还要取决

于他的决心和努力。

眼下的平昌冬奥会上，这样的跨界

运动员也屡见不鲜。

德国选手马·亚曼卡似乎对自己从

田径跨界冰雪项目乐此不疲。“扔链球也

挺好玩的，不过比不上以每小时130公

里的速度滑下冰道。”马·亚曼卡大概再

也不想回去练田径了。

而来自尼日利亚的女子跨栏运动员

阿迪贡，这次要参加平昌冬奥会女子双人

雪车项目。身为NBA著名球星奥拉朱旺

的外甥女，阿迪贡撑起了尼日利亚队的冬

奥梦想，让这个地处热带的西非国家的国

旗首次出现在冰天雪地的冬奥赛场上。

阿迪贡曾是尼日利亚的“跨栏一姐”，

2012年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女子100米栏

的比赛。2014年，坐在家里收看索契冬

奥会电视转播的阿迪贡被雪车项目的惊

险刺激深深吸引，随即燃起了冬奥梦想。

事实上，我国的许多冬季项目也都存

在跨界选材的传统。2006年都灵冬奥会

上，为我国夺得首枚雪上项目金牌的自由

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冠军韩晓鹏，最早便

是练习蹦床，后来才跨界转为雪上项目。

2017年 3月，全国冬季项目备战

2022年冬奥会跨项跨界选材动员和座

谈会在北京举行，自此中国队打破运动

员选材的项目局限，在全国范围、各个项

目中跨界选拔优秀人才，增强中国冬季

运动的“硬实力”。

“中国飞人”张培萌成为首批试水的

人。去年天津全运会后，张培萌宣布退

役。在2018年1月底召开的平昌冬奥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张培萌

转战钢架雪车的消息同时爆出。如果顺

利，张培萌也许会出现在四年后的北京

冬奥会上，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冬夏两

季奥运会参赛者。

如今，全国首批跨项跨界选材项目已

经紧锣密鼓地展开，参与选拔的运动员来

自田径、自行车、体操等多个夏季项目。

可以预见，借助于跨项跨界选材，中

国冰雪运动或能在不久的未来迎来春天。

（本报韩国平昌2月20日电）

跨界达人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雄鸡振翅辞旧岁，金犬贺岁送福来。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越来越多国家

的民众，在浓浓的中国年味中，与全球华
人一起辞旧迎新。

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戈沃鲁
诺夫而言，他的“春节时间”是在和中国
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郭敏一起敲响中国锣
鼓时开启的。除夕夜，在圣彼得堡涅瓦
河畔的瓦西里岛交易所广场举行的中国
春节庆祝活动上，戈沃鲁诺夫用中文“新
年好”向现场的中国朋友送上祝福，并希
望圣彼得堡市民能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

大年初一，美国休斯敦市市长特纳身
着红色唐装，与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
民一起，来到当地一名华人医生家学习包
饺子，并向当地华人华侨拜年，期望休斯
敦这座多元化的城市更具包容性。

同一天，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及
夫人走访了位于安克雷奇的阿拉斯加州
华侨联谊会中文学校，给华人社区拜年。

澳大利亚联邦议员朱利安·希尔早
在 9日就进入了“春节时间”。作为中国
驻墨尔本总领馆春节招待会上的嘉宾，
他提笔饱蘸朱砂，为当天参加表演的中
国传统舞狮“点睛”。
“中国春节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华人

社区的节日，现已成为澳大利亚主流社
会文化节日的组成部分。”希尔说，他还
要在春节期间走访各个华人社区，同大
家一起过年。

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美国纽约地
标性建筑帝国大厦 13日晚亮起红色灯
光。14日晚，一场壮美的烟花秀装点着

纽约哈得孙河的冬日夜空。
埃及开罗地标性建筑开罗塔也在除

夕夜点亮了象征喜庆的“中国红”。望着
187米高的开罗塔由低到高渐次被红色
灯光照亮，开罗大学中文系的法蒂玛·阿
提夫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是她印象中
中国年味最浓的一个春节，“我感觉自己
好像到中国过了个年！”

16 日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身
着盛装的人们汇聚到利菲河畔的标志性
建筑都柏林会议中心，参加由市政厅主
办的“都柏林中国新年庆典”开幕式暨爱
尔兰“欢乐春节”联欢晚会。爱尔兰总统
希金斯写来贺信，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
贸易部长科文尼通过视频发来节日祝
福。这已是“都柏林中国新年庆典”连续
11年在当地举办。

在距法国巴黎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塞
纳古堡，喜庆的中式装饰物随处可见。
节奏分明的锣鼓声中，法国表演者舞起
3只狮子，在城堡门前的红地毯上左右
腾挪，当地 300 多名孩子兴奋又新奇地
体验了一个中国年。

从南至北，由东到西，闪耀世界的
“中国红”，展现着中国文化的厚重和自
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
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
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如今，春节文化已
跨越地域、宗教，融入不同文明背景的人
群中，汇入推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各国
和睦相处的洪流中。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

王龙琴）

春节文化在海外魅力绽放
——外国人欢度中国春节

当地时间2月19日，海军第二十七批护航编队抵达南非开普敦港。当地使领馆

和中资机构工作人员、华人华侨代表等40多人到码头迎接，并登舰看望编队官兵。

图为华人华侨代表同官兵合影留念。 李昌寰摄

云南保山—西藏林芝，地图上连接
这两个地方只需短短一截线段，现实中
辗转这两个地方则要跨越千山万水。

春节前，军嫂李言明由滇入藏探
亲，坐火车、乘飞机、搭汽车，几易交通
工具，备尝颠簸之苦。而今，刚度过高
原反应期的她就要离别丈夫，回程又是
山重水复。

2月 19日，即将离队的李言明填报
了下一次的探亲计划。这样一来，她下
次探亲时部队还能提前安排，来队就有
房住。这既是部队的暖心保障，又是郑
重承诺。
“这是我们结婚后过的第一个春

节。”成为军人妻子不久的李言明渴望

过年团聚，但更挂念丈夫到了高海拔地
区能否适应，“看到他在雪山脚下一切
安好，我心里就踏实了”。

李言明口中的他叫王亚林，是南部
战区陆军某旅一名上士。去年秋天，王
亚林随单位跨省移防，作别结婚才半年
的妻子：“等我到西藏安顿下来，就接你
过来。”

春节前夕，该旅推出“团圆计划”，
服务和鼓励军嫂进藏探亲，承诺给予她
们“星级”待遇。

承诺源于该旅换防后接手的厚实
家底：嵌着闪闪军星的 250套公寓房刚
刚装修一新。李言明刚到旅里就拿到
了房子钥匙。

新房是标准的两室一厅，是随军军
嫂的幸福家园，也是探亲军嫂的温馨驿
站。

李言明没想到部队准备得这么周
到：新房里，电视机、饮水机、加湿器、暖
风机等家电一应俱全；身体感到不适的
探亲家属，只要拨打服务热线，就会有
人送氧到家。

初次进藏的李言明，属于重点保护
对象。她进屋环视一圈刚坐下，军医就
来探望，量过血压、测过心率和氧饱和
度后，决定给她输氧辅助，还留下治疗
高原反应的药，同时提醒她多喝开水，
保持心情愉悦。

同样让李言明意外的是，旅里对

干部、士官的家属推行同一保障标
准，发放慰问物资都是“你有我有全
都有”。

该旅从大年初一起推出“旅游套
餐”：组织探亲军嫂走进驻地景区、博物
馆和旅史馆参观，欣赏爱人戍守的边地
壮美山河、风土人情，特别是了解部队
的历史沿革、辉煌战绩。
“你守边关我守家。”作为高中政治

老师的李言明，在目睹了丈夫为之奉献
的一切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情到深
处，王亚林亲吻爱妻额头，两人约定：一
个在边关建功立业，一个在学校栽桃育
李，在爱的天空比翼双飞。

（本报林芝2月20日电）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从云南移防至西藏后，推出春节“团圆计划”，服务军嫂进藏探亲——

雪山脚下筑爱巢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中国国防报记者 单慧粉

新华社“雪龙”号2月20日电 在
西风带中颠簸多天的“雪龙”号极地考察
船沐浴着绵绵细雨，于当地时间 20日上
午 10时缓缓停靠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

奇市附近的利特尔顿港。这是中国第
34次南极科考队乘“雪龙”号第二次抵
达新西兰，也是此次南极科考中最后一
次靠港补给。

抵达新西兰

“雪龙”号进行最后一次物资补给

春节前夕，记
者乘车驶过被冰
雪覆盖的 26 公里
山路，来到位于林
海雪原最高峰峰
顶的北部战区空
军雷达某旅雷达 5
站。

气温 - 34℃ ，
记者下车不一会
儿，鼻尖、眼睫毛
上 就 结 了 冰 碴 。
雷达站指导员冯
钊介绍，这里海拔
1117 米，年平均气
温 0℃，一年之中
仅 4 个月不下雪，
官兵上下山十分
不便。

营区中，有一
座 10 年前官兵建
成 的 名 为“ 聚 心
亭 ”的 凉 亭 。 亭
中，有几个用树墩

子做的桌凳，亭顶是一架彩色木质飞
机。春节期间，凉亭在官兵自制彩灯
的照耀下显得很有节日气氛。

在官兵努力下，营区在条件有限
的情况下逐步建起了图书室、俱乐部、
音乐室等文化活动场地。每隔一段时
间，站里就会组织知识竞赛以及各种
球类比赛。

春节前夕，雷达站官兵在高标准
完成战备任务的同时，开始了新一
轮的“忙活”：写春联、办年货、排演
春节晚会。图书室里，有的战士带
着来队过年的妻子和孩子写春联；
俱乐部里，春节晚会彩排的歌声不
时传出，“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
用生命捍卫守候……”

春节期间，他们举办了台球、乒乓
球比赛，以及电子竞技大赛等活动。
雷达站油机技师张春雷说：“这几年站
里设施和活动越来越丰富，过年越来
越有滋有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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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小树林围着几
栋小房子，往往就组成了一个点号。

点号负责铁路保障，是一个特殊建
制。这条 271 公里长的铁路线建于
1958年，主要用于运送执行科研试验任
务的物资和人员。铁路沿线共有 35个
点号，均以里程取名。
“狂沙可卷千堆雪，壮士能抵万顷

沙。”大年初三，记者乘车经过两个小时
的公路飞驰和1个小时的戈壁颠簸，赶到
70公里点号。大门口，这副对联诗意纵
横，透出大漠戈壁中独有的精气神。
“这里方圆 20公里没有人烟，全是

沙漠和戈壁。”指导员耿忠超说。站在
点号门口放眼望去，四周是连绵不断、
高低起伏的沙山，平坦处散落着几蓬枯

黄的骆驼刺。
70公里点号官兵每天要进行铁路

巡线，确保每一列火车安全、准时、平顺
通过点号。“上午巡 5公里铁路，下午再
巡 5公里，一天打个来回是 20 公里。”
1991年出生的副连长雷振海介绍。

按照连队春节期间活动安排，今天
要进行喊山活动。所谓喊山，就是爬上
点号附近一座较高的沙山，面向远方大
声喊话。这是点号的传统，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组织一次。

早饭后，去喊山的官兵整队出发。
沙山距离点号并不远，徒步大约 40 分
钟就可以到达。
“这里的风沙非常大，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我们跟这些风沙打交道，

都成老朋友了。”雷振海说，只要一起大
风沙，沙子打得人根本睁不开眼，大家
都是拿铁锹挡着脸出发。
“还有就是下雪。”耿忠超想起春节

前的一场大雪，铁路被积雪覆盖，下午
两点有专列要通过，全连清晨出动干了
整整 6个多小时才抢通线路。“第二天
又起了沙尘暴，白雪混着沙子的景色很
美，像一杯超级大的卡布奇诺。”

虽然周边环境苦，但官兵生活条件
比以前好多了，有了水净化器，通了互
联网，今年还要搬进新营房。
“站在山顶使劲喊，心胸就会很开

阔。”雷振海说。
“老婆，我想你啦！你和孩子要好

好的，不用担心我！”耿忠超第一个喊了
起来，紧接着，每名官兵都开始了属于
自己的呐喊。
“爸妈新年快乐！”
“祝咱们连队越来越好！”
大漠中，呐喊声声，风沙阵阵。
“喊山能让自己变得阳光，能让自

己变成阳光。”一名刚到点号的新兵说。
（本报酒泉2月20日电）

“壮士能抵万顷沙”
■本报记者 韩阜业 通讯员 郑伟杰

大年初三傍晚，山海关偌大的货运列
车编组站内，停靠着几十组待发的货车。
其中一组，是装载着工程机械的军列。
“大家出来接一下，开饭了！”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山海关站军代

处主任宋斌拎着一个大保温锅直奔军
列而去，山海关军供站站长白书爱拎着
一些拌好的小菜紧随其后。

宋斌话音刚落，一节棚车的铁门“哐
当”打开了，一个木梯放了下来。棚车里，
正对车门的火炉烧得正旺，炉膛的火光
把3位押运兵的脸庞映得红红的。

“宋主任您真讲究，还真给咱们补
一顿年夜饭啊！”快人快语的押运兵张
继石，赶忙接过宋斌手里的保温锅。

这事有缘由——
当天，正在值班的宋斌在查看编组

站货车进站情况时，发现一组带军运号
码的货运列车进站停靠。宋斌发现，押
运的装备完好无损，来自北部战区陆军
某旅的 3名押运兵安全意识也很强，只
是棚车里只有一些方便食品。

热心的宋斌跟 3位押运兵坐在火
炉旁聊了起来，得知他们押运机械装备

原计划在春节前就回到部队，但由于一
月份南方突降大雪，考虑到从大山深处
的洞库往山下运送工程机械不安全，就
一直等到农历小年才起运，加上春运期
间铁路线繁忙，货运车组走走停停，经
常被甩到不知名的偏远小站。大年三
十一早，押运兵们还没来得及下车去准
备年夜饭，车组就继续出发了。

听到这，宋斌马上说：“晚饭等我，
给你们补顿年夜饭！”

棚车里，宋斌将热腾腾的酸菜肉片
倒进煮方便面用的不锈钢锅里，放在火
炉上加热，还搬来两个工具箱当餐桌，
摆上小菜和热乎乎的水饺。
“这样行了，快趁热吃！”大家围坐

在一起，棚车里暖意融融。
“春节期间，在荒郊野外的编组站

还能吃上这些可口饭菜，终身难忘！”张
继石说。

（本报秦皇岛2月20日电）

为押运兵补顿年夜饭
■本报记者 郭 晨 特约记者 汪学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