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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爱凌又夺金了！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95.25

分，领先第二名 4.5 分，绝对优势，太稳

了！

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谷爱凌凭借前

两滑的出色表现，在最后一轮滑行前就

已提前锁定金牌。她毫无争议地拿下

冠军，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第 8 金。

加拿大选手凯茜·夏普以 90.75 分

斩获银牌、蕾切尔·卡克以 87.75 分摘得

铜牌。爱沙尼亚名将凯莉·西尔达鲁获

得第四名。另外两名中国队选手李方

慧、张可欣分列第五和第七位。

18 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一人参

加三项比赛，均顺利站上领奖台。2 金 1

银，谷爱凌惊艳冬奥赛场。

相比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今天

举行的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

是谷爱凌的最强项。

在刚刚过去的 2021/2022 赛季中，

谷爱凌在 U 型场地技巧比赛中所向披

靡。在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的四站比赛

中，她力压群芳、全部夺冠，一举捧得象

征赛季总冠军的“水晶球”。国际雪联

盛赞：“谷爱凌完成的或许是自由式滑

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最伟大的表演。”

在 17 日的资格赛中，谷爱凌就已经

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排名第一的成绩，

携手排名第五的张可欣、第七的李方慧

顺利晋级决赛。

今天的决赛分三轮进行，取选手最

好一轮成绩进行排名，决出最终的冠亚

季军。

第一轮滑行，谷爱凌的动作力量感

十足，拿下 93.25 分，在决赛的 12 名选手

中位列第一。

第二轮滑行——起跳，落地，滑行，

有 条 不 紊 ；滞 空 ，转 体 ，顺 滑 ，一 气 呵

成。谷爱凌在全场瞩目中出场，先是献

上连续两个 900 难度动作，随后 3 个动

作连接流畅，滑行质量无人能及。

95.25 分，遥遥领先，在最后一轮未

进行时，她就基本锁定金牌。

决胜轮，加拿大选手夏普表现更上

一层楼，拿到 90.75 分。24 岁的卡克全

场倒数第二个出场，但尝试 1080 最高难

度动作失误。

谷爱凌拿到金牌！她身着红色雪

服在全场欢呼中出场下滑，没有再做难

度动作，而是在场地内自由滑行飞起。

在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是为数不

多的一人参加三项比赛的选手。从 2 月

4 日冬奥会开幕，到 2 月 18 日女子 U 型

场地技巧决赛，从北京到张家口，这段

时间以来，她没有休息一天，每天不是

在训练，就是在比赛。

2 月 13 日，本应是谷爱凌参加自由

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的日

子，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导致比赛被

迫推迟。这就意味着，谷爱凌后面的赛

程变得更加密集。在坡面障碍技巧资

格赛后，谷爱凌匆匆吃了两口饭就去赶

场训练……在云顶滑雪公园，谷爱凌成

为赛场最忙碌的选手之一。

如 此 密 集 的 赛 程 ，首 先 考 验 的 就

是谷爱凌的体能。在备战冬奥会的日

子 里 ，谷 爱 凌 把 训 练 日 程 安 排 得 满 满

当当 。“去年夏天 ，我每个礼拜都跑一

个半程马拉松、每天锻炼 4 个小时，来

准备北京冬奥会。我为我自己的付出

感到骄傲。这也为我的体能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据了解，谷爱凌的“半马”

配速可以达到每公里 5 分钟，体能基础

相当不错。

不给自己设限，勇于突破自己的边

界，走出舒适圈挑战自我，是谷爱凌成

功的关键因素。

7 岁时，谷爱凌选择参加自由式滑

雪，而不是女孩们更喜欢的竞速滑雪。

那时，谷爱凌是自由式滑雪队伍里唯一

的女孩。不过，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与成功，将这种信念传递给更多人——

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只要你刻苦训练、

努力付出，就会有收获。

良好的心态、青春的梦想，是谷爱

凌 能 在 赛 场 上 击 败 对 手 、战 胜 自 我 的

重要因素 。“享受比赛 ，做到自己的最

好 。”北京冬奥会期间 ，这句话一直被

谷 爱 凌 挂 在 嘴 边 。 在 谷 爱 凌 心 中 ，对

手 只 有 自 己 。 这 些 天 ，她 数 次 被 问 及

赛场上的目标，谷爱凌始终坚持认为：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打败其他运动员，

不 是 为 了 滑 得 比 其 他 人 好 ，我 是 想 超

越 自 己 ，做 一 些 自 己 没 想 到 的 事 情 。

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全世界的女

孩们受到鼓舞。”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全力以赴。如

今，18 岁的谷爱凌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站上了冬奥会最高领奖台。不过，她依

然是那个沉醉在滑雪中的小姑娘，就像

她在 12 岁时的演讲中所说：“柔软且颗

粒状的雪，在我的雪板下流过的时候，

让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本报河北崇礼2月 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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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冬奥 壮志 云
■本报记者 仇建辉

北京冬奥会赛程已接近尾声。

在过去十几天中，世界冰雪健儿为

我们奉献了诸多精彩又温暖的瞬

间。这些瞬间，不仅见证了一场场

精彩绝伦的竞技比拼，更深刻揭示

着“一起向未来”的深刻意蕴。

在 2 月 5 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冰壶混双循环赛中，中美冰壶混双

队之间的“礼尚往来”成为体坛友谊

的新美谈。两队比赛后，中国队员

向美国队员送出“冰墩墩”奥运纪念

徽章，美国队员则“回礼”美国队纪

念徽章。体育联结人心，这正是奥

林匹克精神最动人之处。

“我觉得，体育一定是用来团结

人们的。我很想把体育运动作为一

种团结的力量。”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凌的感受，正是运动员用拼搏

与交流向各方发出的呼唤。大跳

台比赛时，她和季军玛蒂尔德·格

雷莫为亚军苔丝·勒德抹去眼泪的

一幕，令人们动容。场上是最好的

对手，场下是相惜的伙伴。无论是

在大跳台夺冠的谷爱凌，还是此后

在坡面障碍技巧上摘金的玛蒂尔

德，她们都在赛后感谢了同场竞技

的对手——没有对手的强大，就没

有更加强大的自己。人们正是在

“更快、更高、更强”的共同追求下，

凝聚起“更团结”的共识。

在北京冬奥会，还有很多来自

热带、亚热带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参赛，向世界展示体育精神，为这场

冰雪盛会增添了别样色彩。菲律宾

运动员阿萨·米勒和东帝汶运动员

约翰·贡萨尔维斯·古特，是各自国

家代表团的“独苗选手”。他们一起

训练，建立起深厚友谊。“我很愿意

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提供支持。团结是奥林匹克运动的

应有之义。”贡萨尔维斯说。

这样温暖人心的交流，在北京

冬奥会上还有很多。花样滑冰冰

舞韵律舞比赛中，日本组合小松原

美里/小松原尊发挥欠佳，无缘自

由舞比赛。中国组合王诗玥/柳鑫

宇第一时间迎上去安慰他们。在

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苏翊

鸣凭借高难度动作夺金，参赛选手

纷纷拥抱他，向他祝贺。自由式滑

雪女子空中技巧比赛中，中国老将

徐梦桃赢得金牌后，美国选手阿什

莉·考 德 威 尔 送 上 拥 抱 ，并 表 示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在速度滑

冰赛场，相差 27 岁的中国选手阿

合娜尔·阿达克与德国名将克劳迪

娅·佩希施泰因同场竞技，碰肘致

敬……这些瞬间，充分彰显奥林匹

克格言所倡导的“更团结”理念。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奥

运会总是搭建沟通的桥梁，绝不会

筑起一道道高墙。也正因此，我们

看到了运动员们不吝为对手的勇

于挑战加油、为来之不易的成功激

动，看到了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冬

奥会上熠熠生辉。

奥林匹克运动自诞生之初就刻

入了团结与友谊的基因。它为团结

而来，因团结而兴，为全世界人民加

强交流、促进世界相知相融、维护世

界和平搭建了桥梁。北京冬奥会的

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是奥林

匹克“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格言的中国诠释。通过北京冬奥

会，我们相信会让更多人参与冰雪

运动，并以冰雪运动为纽带，凝聚更

团结的力量，为饱受新冠肺炎疫情

困扰的人们，带去更多激情与快乐、

信心与力量。

冰雪之上
有暖意

■本报记者 马 晶

速度滑冰男子 1000 米比赛，是今

天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焦点之战。

30 名世界顶尖高手，要在“最快的冰”上

追逐这个项目的金牌。

2月 8日，在速度滑冰男子 1500米比

赛中，我国选手宁忠岩在巨大压力之下，

发挥失准，获得第七名。赛后直呼“我不

服气”的宁忠岩，能不能在今天的比赛中

化解压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表现？

宁忠岩面临的对手非常强大。被

称为速度滑冰“梦之队”的荷兰队，今天

派出了卡伊·韦尔比、海因·奥特斯皮尔

和托马斯·克罗尔参赛。这 3 位选手在

国际滑联速度滑冰世界杯的系列赛中，

都拿奖牌拿到手软。特别是托马斯·克

罗尔，士气正旺，10 天前刚刚在速度滑

冰男子 1500 米比赛中夺得银牌。

此外，速度滑冰男子 1000 米世界

纪录保持者、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选

手帕维尔·库利日尼科夫，也虎视眈眈

地盯着这个项目的金牌。他保持的世

界纪录是 1 分 05 秒 69。这个项目冬奥

会的纪录是 1 分 07 秒 18，由荷兰选手

范·维尔德在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上

创造。

相较 1500 米比赛项目，速度滑冰

1000 米比赛是宁忠岩的副项。他本赛

季滑出的最好成绩是 1 分 06 秒 65，排在

今天 30 名参赛选手中的第二位。

比赛开始，我国另外一名参赛选手

廉子文在第 4 组出发，滑出了 1 分 09 秒

93 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前 8 名完赛选手

中列第五位，最终排名是第 19 位。

前 12 组的比赛波澜不惊，比赛高

潮出现在第 13 组。荷兰选手克罗尔展

现了强劲实力，以 1 分 07 秒 92 的成绩

成为当天比赛中唯一一个滑进 1 分 08

秒的选手。

宁忠岩在第 14组比赛。比赛枪响，

宁忠岩前 200米滑得非常不错，进入第 2

圈后，速度开始往下掉。不过，在最后

200 米时，宁忠岩咬紧牙关、拼命冲刺。

最终，他率先冲过终点线，成绩是 1分 08

秒 60。

最后一组比赛结束后，没有选手再

滑进 1 分 08 秒。荷兰选手克罗尔获得

冠军，加拿大选手洛朗·迪布勒伊以 1分

08秒 32的成绩获得亚军，挪威选手哈瓦

尔·霍尔默菲尤尔·洛伦森以 1 分 08 秒

48 的成绩获得季军。宁忠岩名列第五，

他的成绩仅比第三名慢了 0.12秒。

宁忠岩虽然未能如愿获得奖牌，但把

自己的奥运比赛名次又提高了 2位。比

一场，进一步，这对初次参加冬奥会的宁

忠岩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收获。

“ 我 对 自 己 今 天 表 现 还 是 挺 满 意

的，把我自己的水平发挥了出来，可惜

的是没能站在领奖台上。”宁忠岩在赛

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坚定地说，“我相

信 4 年之后，不光是我，整个中国速度

滑冰队，都会有更好的表现。”

（本报北京2月 18日电）

最快的冰 最快的自己
■本报记者 范江怀

宁忠岩（左）在比赛中。

2月 18日，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

人滑短节目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图

为中国选手隋文静（前）/韩聪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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