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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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将诞生六枚金牌，雪上项目

和冰上项目各有三金。而身兼三项的

“双板女王”谷爱凌今天将亮相自己的

最后一个项目U型场地技巧，该项目

资格赛将于17日上午9时30分开战。

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是

谷爱凌的强项，本赛季她包揽了该项

目世界杯四站冠军。去年12月10日，

谷爱凌在U型场地技巧世界杯美国铜

山站夺冠，12月30日和1月1日，又在

加拿大卡尔加里两夺冠军，再加上1月

9日猛犸山站的金牌。今天她将与吴

梦、张可欣、李方慧携手参加资格赛。

稍后举行的自由式滑雪男子U型场地

技巧资格赛中，中国队也有四人出战，

孙敬博、何炳含、王海卓和毛秉强将争

取闯入前12名，拿到决赛入场券。

今天雪上项目的三块金牌分别诞

生于高山滑雪女子全能、自由式滑雪

女子障碍追逐和北欧两项（跳台滑雪

大跳台/越野滑雪4?5公里接力）。

高山滑雪女子全能分为滑降和回

转两轮，这是美国高山滑雪明星米凯

拉 · 席弗琳本届冬奥会的第五项比

赛。在前四个项目的比赛中，有“高山

滑雪女王”之称的席弗琳表现非常糟

糕：女子回转和大回转，意外爆冷未能

完赛；女子超级大回转，只拿到第9

名；女子滑降，排名第18位。而作为

平昌冬奥会女子全能亚军的她，今天

能有更好表现吗？同样身兼五项的中

国选手孔凡影也将出战该项目比赛。

冰上项目的三块金牌分别来自女

子冰球、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和花样

滑冰女子单人滑。

在女子冰球项目上，老对手加拿

大队和美国队又将上演巅峰对决。自

1998年长野冬奥会女子冰球入奥以

来，美国和加拿大两队包揽所有金牌；

而在平昌冬奥会上，加拿大队冲击五

连冠之梦，正是被美国队终结。

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赛场将再

现荷兰传奇艾琳 · 伍斯特的身影，35

岁的五朝元老已在本届冬奥会女子

1500米项目上夺冠，在女子团体追逐

项目中摘铜，一代传奇累计奥运奖牌

数已达13枚。今天，她能否再把女子

1000米的奖牌收入囊中呢？中国选

手韩梅、金京珠、李奇时、殷琦也将参

加该项目的角逐。

经过15日花滑女单短节目的比

拼，有25位选手晋级自由滑阶段，俄

罗斯奥委会的“三娃”——15岁的瓦

利耶娃、同为17岁的谢尔巴科娃和特

鲁索娃分列第一、第二和第四位，00

后日本选手坂本花织暂列第三。由于

瓦利耶娃兴奋剂风波还未平息，如果

自由滑结束后她获得奖牌，该项目的

颁奖典礼不会在冬奥会期间举行。

谷爱凌出战最后一项
瓦利耶娃亮相自由滑

■本报记者 吴姝

本报讯 （记者吴姝）高山滑雪男
子回转16日下午在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雪飞燕”完赛。法国选手克莱芒 ·

诺埃尔获得冠军，奥地利名将约翰内

斯 ·施特罗尔茨列居次席，第三次出战

冬奥会的挪威老将塞巴斯蒂安 · 福

斯—索莱沃格摘得铜牌。

男子回转决赛共进行两轮，两轮

时间相加，用时最少者获胜。在第一轮

滑行中，诺埃尔以54秒30排名第六位，

第二轮他发挥神勇，以49秒79完赛，最

终以0.61秒的微弱优势登上最高领奖

台。“这是我最好的一次发挥了，很难

用语言形容现在的感觉。冬奥会冠

军，太棒了！”在平昌，诺埃尔参加两

项比赛均名列第四，这次终于圆梦冬

奥，他赛后激动地说，“四年的准备都

在这短短的1分40多秒中展现，这是

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中国两名参赛选手徐铭甫、张洋

铭均在第一轮滑行中出现失误，遗憾

未能完赛，至此，身兼五项的他们完成

了本届冬奥之旅。

高山滑雪男子回转

法国选手惊险夺冠

冰壶赛场“冰立方”，技术统计团队

是最忙碌的小分队之一，前中国男子冰

壶队队长徐晓明也是其中一员。如今

已转型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师的他，

此次以中方技术官员的身份服务北京

冬奥会。熟悉的赛场，换一种身份，徐晓

明颇为感慨：“毕竟曾经是运动员，又是

‘家门口’的奥运会，很多人一辈子都不

一定赶上这机会。既然自己有这方面能

力，当然很想为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本届冬奥会之前，中国男子冰壶队

的奥运最佳战绩是2014年索契的第四

名。那是徐晓明参加的第二届奥运会，

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欣喜，距领奖台一步

之遥的遗憾，至今仍令他百感交集。虽

然不再征战于赛场，徐晓明的奥运工作

仍与场上战局息息相关。“每场比赛，每

支队伍、每位队员的投球、击打成功率等

一系列数据，都要进行及时准确的统计

和分析。”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出色的专业

素养，让徐晓明在岗位上得心应手，“这

些数据不仅会在电视转播中实时提供给

观赛者，更重要的是为队伍调整人员、战

术等提供直观有效的参考依据。”

徐晓明参加冬奥会的消息，也成了

校园里的大新闻。“学生们都很羡慕，如

果不是疫情原因，他们也非常想报名成

为冬奥会志愿者。”自2019年以来，徐晓

明应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邀请执教学

校冰壶队，也拿出“老本行”给学生们开

设滑冰课程，“选我的课要拼手速，课表

一出来就秒没了。”与徐晓明一同扎根

上海的还有他的妻子、前韩国女子冰壶

队队长金智善。两人经历五年“爱情长

跑”的跨国婚姻，早已成就冰壶界的一

段佳话，如今他们已有了两个可爱的宝

宝。冬奥会期间，金智善也会带着孩子

们观看冰壶比赛，“我们都很为他的工

作骄傲，也会在电视机前为中国队和韩

国队加油鼓劲。”

在这对“冰壶伉俪”看来，高校是推

广普及冰壶运动的平台，也是培养高水

平冰壶人才的绝佳土壤。“冰壶运动对

于选手体能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更多

的是考验智慧和团队配合，非常适合在

校园中开展。而冰壶运动员的黄金年

龄相对较大，需要选手有较强的阅历和

思考、理解能力。”徐晓明表示，让从小

喜爱冰壶运动的孩子，将这份热爱延续

到大学时期，不仅有利于项目普及，也

有助于培养更全面的冰壶人才。

就在冬奥会开幕前两天，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冰壶队度过了建队十周年的

生日。作为申城冰雪运动和体教融合

的“排头兵”，这支“学生军”曾两次代表

中国亮相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舞

台。随后几年里，一条贯穿体育课、社

团和校队的“冰壶之路”，引领更多学生

走近这项小众冬季运动，形成了很好的

梯队建设模式和冰壶氛围。“冰壶热潮”

下，位于周边的其他六所高校也纷纷组

建起冰壶队，并开设了冰壶课。

尽管近年来面临场地不足的困境，

徐晓明和金智善只能带着学生奔波于

青浦与松江之间，借用商场冰壶道开展

训练，但他们依旧对冰壶运动在高校的

发展满怀期待。“让大学校园成为冰壶

人才成长的土壤，既能延续孩子们的热

爱，也为有志于成为优秀运动员的青少

年提供了深造的通道。”徐晓明说，“如

果长久坚持下去，相信中国冰壶的人才

基础会更坚实，在奥运会这样的世界舞

台上会收获更好的成绩。”

（本报北京2月16日专电）

从国家队队长到技术官员，徐晓明换种角色参与冬奥

“期待高校成为冰壶人才成长土壤”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如果再给我们五场比赛，我们会

发挥得更好。”脸上写满遗憾的中国男

子冰壶队队长马秀玥，一语道出全队

心声。在冬奥会冰壶循环赛收官战

中，中国男队以6比5绝杀世界劲旅瑞

士队，但仍以4胜5负的战绩无缘四

强。而中国女队则在一日之内连胜英

国和加拿大两支传统劲旅，神奇地留

住了晋级四强的一线希望。

与瑞士队的谢幕之战，被马秀玥

称为“生涯排名第一的对决”。高达

95%的出手成功率，末局最后一投完

成致命一击，世界排名第十的中国男

队以这样的方式逆袭世界排名第二的

对手，表现的确可用完美来形容。能

以一场难忘的胜利结束冬奥会之旅，

让小伙子们对未来有了更多憧憬。

“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我们每一

场都在不断进步。比赛过程中出现任

何问题，我们都会全心全意去解决，这

让我们在随后的比赛中脱胎换骨。”不

甘心结局如此，马秀玥感叹自己和队

友“还没打够”。他认为，中国男队与

世界强队的差距并不明显，只因缺少

大赛经验，在细节处理上还不够完美。

对于这支组建不到三个月的年轻

队伍而言，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冰壶队教练林霍尔姆表示，他为

队员们的坚持感到骄傲，也看好他们

的未来成长，“我们战斗到了最后一

刻，相信队员们会在以后的比赛中展

现他们的收获，他们欠缺的正是重量

级国际赛事的经验。”

同样惊心动魄，同样愈战愈勇，中

国女子冰壶队也在循环赛最后阶段收

获极具含金量的两连胜。面对多届世

锦赛冠军英国队，中国姑娘抓住对手失

误频频的痛穴，在第九局成功扩大领先

优势，最终以8比4赢得关键战役。

休战半日，末轮对阵三届冬奥会

冠军加拿大队的比赛接踵而至。在第

六局被对手得到5分的打击下，中国

姑娘及时调整状态，顽强地将比赛拖

入加赛。“丢了那5分，我们依然一步

一步迎头赶上。”带领队伍发起反击的

王芮认为,专注是球队赢得比赛的关

键，“我们不在乎对手的表现，脑海中

只有自己的目标和战术。”

加赛中先手偷得2分，中国队以

11比9锁定胜局，也结束了自己的全

部循环赛。在尚有四场比赛明日进行

的情况下，4胜5负的中国队保留了晋

级四强的希望。回顾循环赛，王芮坦言

“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确经历了起

伏，最后两战说明我们跟强队有得打。”

王芮表示，不论最终能否晋级四强，冬

奥会都是宝贵的成长经历，“年轻的队

友们在世界级比赛中没有经验，而冬奥

会就是积累经验的过程，这样下次才能

做得更好，才会继续坚持下去。”

（本报北京2月16日专电）

同日上演以弱胜强好戏，男队告别奥运，女队命运待定

中国冰壶迎来迟到的高光时刻

中国女子冰壶队在循环赛最后阶段收获极具含金量的两连胜，神奇地留住了晋级四强的一线希望。 视觉中国

夜晚8点的崇礼云顶滑雪公园，冷

得让人有些窒息。自由式滑雪男子空

中技巧决赛第三轮，赛时气温已经跌

破-20℃。

与其称为决赛第三轮，莫如说是真

正的“大决赛”。十二位入围决赛的选

手，通过第一、第二轮的两轮筛选，已经

淘汰了一半人。只剩下最后六位选手

为奖牌而战，一跳定胜负。

六人上报的动作，清一色的“Back

DoubleFull-Full-DoubleFull”，系数达

5.0的当今世界第一难度，至今在大赛

里能够成功做出的选手，用两只手数得

过来。陡然紧张起来的气氛，与低温凝

结在一起。

第一位出场的美国选手舍恩菲尔

德，失败。随后的乌克兰人阿布拉缅

科，落地也不干净。第三位，轮到齐广

璞了。还在混合采访区里的贾宗洋，示

意终止采访，转过身来抬头看着赛道。

31岁的齐广璞和30岁的贾宗洋，

年龄只差了四个多月，两人相识20年，

身为队友携手征战四届冬奥会，从温哥

华到索契，从平昌到北京。“我俩的每一

步都是共同进退。我感谢他推着我成

长，他也会这么觉得。我俩肩并肩往前

走，这20年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要

比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贾

宗洋说。而用齐广璞的话说，“我们俩

相处太久了，平时是很好的兄弟，到赛

场上就是战友。基本上每次世界比赛，

都是我俩一起战斗到最后。”

比起前三届都无缘领奖台的齐广

璞，贾宗洋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赢得过

银牌（平昌）和铜牌（索契），但这一次，他

提前出局了。决赛第一跳贾宗洋跳出

123.45分，暂列第五，但第二跳前已被挤

到 了 第 七 。“Back Full-Full-Double

Full”这个动作，贾宗洋跳了数百次，但恰

恰这一次，失败了。无法获得更高分的

他，最终与第六位只差了0.08分。

贾宗洋第二跳时，齐广璞正排在身

后准备出场，他第一跳的成绩已经确保

了出线。但队友的情况会如何？出发

区看不见打分，“在上面听下面的欢呼

声好像不太对劲。我想他可能出现失

误了。”前三届奥运会，齐广璞都在决赛

里出现了失误，他明白失误的滋味，而

现在，齐广璞觉得自己有些孤单，但孤

单也必须去战斗，“如果某一次比赛，我

俩其中一个失败了，我们会坚信另一个

人一定会夺得冠军。”

某一次，恰是这一次。

第三轮出战前，齐广璞没有申请改

变动作，虽然按规则可以这么做，尤其

是在前两位选手均告失误的情况下，降

低难度或许就能确保夺下一枚奖牌。

“奥运会最后一轮了，都拼冠军了，干嘛

不拼呀？”

5.0的“Back Double Full-Full-

DoubleFull”这个动作，齐广璞从十年

前就开始练习，但“真的太难了”，难到

每次练完都因负荷过大而造成身体不

适，“这个赛季，这动作我也就做过六七

次，成功率不到50%。”但也只能这么

做了。排在齐广璞身后出场的两位新

星——美国人克里斯托弗 · 利利斯和

瑞士人皮尔明 ·维尔纳都曾在本届奥运

会的混合团体决赛中跳出这一动作，前

者甚至得到了135分的超高分。

从出发到起跳，现场只有广播员在

鼓噪，所有人都默默看着腾空而起的齐

广璞，翻腾，落地，站住！“好样的，广

璞！”贾宗洋忍不住高喊，使劲鼓起掌

来。“他练这动作练了十年。这个动作，

只有我才见证了他一点一点地成长，直

到今天夺冠。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很

难形容，真的太不容易了！”

齐广璞等来了裁判的亮分，129

分。即使隔着护目镜，也能看出当时的

他，有一点疑惑，也有一点不安，只是用

微笑掩饰着。“我觉得自己完成得还算

可以，没想到分数会那么低。”不过看着

比赛回放，他也察觉了动作的不足，“这

确实不是完美的一跳。”

随后是更为煎熬的等待。利利斯

失误，维尔纳失误，最后一位出场的俄

罗斯奥委会选手布罗夫甚至临场调低

难度，放弃5.0，改跳4.525，以此确保奖

牌。等待所有的分数亮出，齐广璞成为

了冠军，这是自都灵的韩晓鹏以来中国

男子空中技巧时隔16年再夺奥运金牌。

接过队里工作人员递来的国旗，齐

广璞说这一切都不太真实，“夺冠的场

景幻想过好多次。可披国旗跑起来的

时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没有想象的

那么流畅，那么精彩，那么顺利。”

当齐广璞在参加颁奖礼时，贾宗洋

仍在混采区被记者们围着，他说：“不能

陪我的队友站在决战的战场上，我有些

遗憾。但满意肯定会盖过遗憾。只有

我和广璞知道这四年有多么不容易，任

何别人都体会不到。虽然我失败了，但

冠军还是属于我们，希望大家记住这个

非常荣幸的时刻。”

贾宗洋转身离去，却在出口处被齐

广璞“堵”住了。他本应从这条漫长通

道的另一头进入流线，逆行只能有一个

目的。两位老将拥抱在一起，齐广璞狠

狠拍着贾宗洋的肩膀，他俩都落着泪。

现场广播里正播放着《我相信》：

“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

夺得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冠军，齐广璞拥抱队友贾宗洋

我俩一个失败了，会坚信另一个一定夺冠

9时30分
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

资格赛

10时30分
高山滑雪：女子全能滑降

12时10分
冰球：女子金牌赛 加拿大VS美国

12时30分
自由式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

资格赛

14时整
高山滑雪：女子全能回转

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

16时整
北欧两项：跳台滑雪大跳台/越野

滑雪4?5公里接力 跳台滑雪

16时30分
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

18时整
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自由滑

19时整
北欧两项：跳台滑雪大跳台/越野

滑雪4?5公里接力 越野滑雪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时隔16年，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比赛中，齐广璞为中国再夺奥运金牌。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