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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沸腾，心亦燃动！
过去多个北京冬奥会比赛日，中

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在举国瞩
目中征战崇礼，最终在混合团体、女
子个人、男子个人 3个项目上强势揽
入2金1银。

空中技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雪
上项目的传统强项，但北京冬奥会赛
场上气势如虹的背后，是一群老将和
新人的执着坚守和辛勤努力，是抛却
伤病和泪水，是追逐梦想和希望，让
中国在该项目终上世界之巅。

混合团体项目
遗憾中酝酿爆发

31岁的徐梦桃、30岁的贾宗洋、
31岁的齐广璞，过去 10多年他们和
空中技巧项目结伴前行。时光偶尔
闪亮，偶尔暗淡，他们最终都挺到了
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是北京冬奥
会新增项目。团体比赛相比个人比
赛，需要全员能力更均衡，一跳定乾
坤的赛制，需要全员表现更稳定。明
亮如白昼一般的赛场上，每一个人的
表现都将决定团队命运。

2月 10日晚混合团体决赛展开，
第四次出征冬奥会的徐梦桃顶住压
力为全队先下一城。随后贾宗洋一
跳出现失误。全场瞩目下，齐广璞最
后一跳完美发挥，但在总成绩上已于

事无补。
赛后，齐广璞“最后一跳为何没

有增加难度”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他
回应，自己一直在运动员等候区做准
备，出发前并不知道现场得分情况，
专注于自己的动作，出发前想的是把
自己的动作做好就可以了。

其实不必在意贾宗洋的大赛失
手，也不必在意齐广璞未能力挽狂
澜，一枚沉甸甸的冬奥会银牌，已经
是对岁月的回馈。在集体项目中留
下的遗憾，也让空中技巧团队得以积
蓄力量在个人项目上酝酿爆发。

女子个人项目
沉默中迎来绽放

女子个人项目决赛到来的一夜，
是徐梦桃又一次触摸梦想的一夜。2
月 14日晚，包括徐梦桃在内的 12名
世界顶尖空中技巧女子选手来到跳
台坡上。没有人能丈量，为了梦想，
这个中国姑娘走过了多少坎坷。

决赛分两轮进行，第一轮成绩最
好的 6名选手进入第二轮的终极对
决。金牌归属简单而残酷，一跳定胜
负。令人窒息的最后一轮跳跃中，面
对强手两位中国女将没有退缩——
她们均挑战了 4.293的最高难度动
作，放手一搏！

孔凡钰率先出场，遗憾失误。
徐梦桃随后出场，像首轮比赛时

一样，站在三周台上方的她没有给自
己呐喊鼓劲，现场大屏幕中，她眼神
坚定有光。滑行、起跳，一道白光划
破夜空，腾空、翻转，稳稳落地成功站
住！

108.61分，现场人群声浪和音乐
声响起。

随着竞争对手考德威尔和劳拉·
皮尔均挑战这一难度动作失败，徐梦
桃开始转身庆祝，她为自己、为中国
赢得了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这
是中国女子空中技巧首枚冬奥金牌。

赛后，“中国金花”徐梦桃身披国
旗跪倒在雪地里，她泪流满面转身嘶
吼的画面传遍四海。常人无法想象
的艰苦努力，终于换回了这一刻的绽
放，而这枚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第
五金的到来，也让队友在男子个人项
目决战前信心倍增。

男子个人项目
重压中拿下决胜

2月 16日夜，云顶滑雪公园气温
降至零下 22摄氏度。中国两名奥运

“四朝元老”齐广璞、贾宗洋分别以预
赛第一和第二的成绩挺进当晚决
赛。元宵节刚过，跳台坡面有一轮圆
月远傍。

空中技巧男子项目上，齐广璞曾
经是“世界难度第一人”，但冬奥会赛
场不仅需要高难度动作，更需要高质

量表现——决赛第一轮，晋级门槛很
快飙到120分以上。所幸齐广璞和贾
宗洋发挥稳定成功晋级。

决胜一轮，华山之巅，6位选手中
有 5人选择了 5.0难度系数的当今世
界最高难度动作。贾宗洋出场，但他
失误了。

随后同样身着白色雪服、头戴金
色头盔的齐广璞出场，他高高跃起
——有一瞬间那个金色的圆点仿佛
触到天际。空中姿态完美，落地动作
稳当，齐广璞一边滑行一边振臂高
呼。

等了许久，现场大屏幕打出齐广
璞的最终成绩：129.00分。随后出场
的两名选手出现瑕疵，最后出场的伊
利亚·布罗夫动作难度稍逊。冠军！
中国代表团第七枚金牌！中国空中
技巧队时隔 16年再次拿到男子项目
冬奥金牌！

这是完美一役，集世锦赛冠军、
世界杯冠军荣誉于一身的齐广璞圆
梦，也帮助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队在北京冬奥会铸就圆满。

鼓掌、致敬！是一代又一代空中
技巧人，以冲击者姿态让中国始终立
于该项目世界前排。顽强、勇毅！感
谢这一代空中技巧人，让国人亲见，
这一份印刻在北京冬奥会的奇迹。

（记者 杨帆、夏亮、潘毅、朱青、
卢星吉、李琳海、陈地）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7日电）

顽强、勇毅！
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终上世界之巅

新华社记者

冰球——女子金牌赛：加拿大队胜美国队
2月17日，加拿大队球员赛后庆祝胜利。
当日，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女子冰球金牌赛中，加拿大队以3比2战胜美国队，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孟永民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者
谭畅 梁金雄 张悦姗）北京冬奥会
冰壶循环赛16日继续进行，中国冰
壶队结束循环赛全部比赛。其中，
女队一日双胜保留晋级四强的希
望，男队用一场胜利告别北京冬奥
会。

上午的比赛，中国女子冰壶队
迎战英国队。中国队走出前两场的
低迷状态，与多届世锦赛冠军英国
队紧咬比分。第九局，中国队抓住
对手失误，后手豪取 3 分奠定胜
局。最终，中国队 8:4胜出，赢得近
四届冬奥会对阵英国女队的首场胜
利。

中国女队晚场继续出战，对阵
索契冬奥会冠军、47岁的琼斯领衔
的加拿大队。两队在前十局战成9:
9平，加拿大队获后手权进入加赛
局。王芮抓住琼斯一次清场失误，
向圆心投壶形成2分牵制。琼斯最
后一击稍稍偏出，中国队偷得2分，
最终11:9取胜。

王芮赛后表示，因为这是循环
赛最后一场比赛了，大家都想把最

好的状态打出来，在心态上比较放
松，很享受比赛过程。

赛后，中国女队与少赛一场的
加拿大队、韩国队、英国队同为四
胜，如后三支队伍 17日全部告负，
则中国队将晋级四强。

当天下午，中国男子冰壶队对
阵瑞士队。中国队在比赛中出手果
断、自信，成功率高达95%。虽以4:5
落后进入第十局，但拥有后手权的
中国队由队长马秀玥完成最后一
击，实现反超。最终，中国男队 6:5
战胜瑞士队，以四胜五负的战绩结
束北京冬奥会之旅。

马秀玥表示，队伍中四人在一
起配合时间不长，但经过 9场冬奥
会赛事，越来越默契。“打完最后一
场，我们几个感觉都还没打够，如果
再给我们 5场比赛的话，我觉得我
们会发挥得更好。”他说。

16日战罢，英国队、瑞典队、加
拿大队晋级男子冰壶半决赛，另一
个四强名额将在挪威队和美国队中
产生。女子方面，瑞士队、瑞典队锁
定半决赛席位。

中国冰壶队以胜利结束循环赛

女队保留四强希望

调整步伐出发、起跳、腾空——
还是那个全场最高难度动作，齐广璞
稳稳落地。16日晚，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中，齐广璞
顶住压力，以129.00分为中国队拿下
北京冬奥会第七金。两天前，就在这
块场地上，徐梦桃拿下该项目女子金
牌。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一直是中
国队传统优势项目之一。2006 年都
灵冬奥会上，韩晓鹏首夺金牌。多

年来，中国队一直稳居世界一流，屡
屡在世锦赛、世界杯加冕。但连续
三届冬奥会，这支队伍屡屡与金牌
失之交臂，连徐梦桃本人都毫不避
讳：“我们总拿银牌，都成‘收银员’
了！”

10日晚，在混合团体决赛中，中
国队由于失误抱憾拿下银牌。赛后
心有不甘的徐梦桃表示，个人赛见，

“我将会突出重围”。
这霸气的承诺来自强大的实

力。目前，徐梦桃、齐广璞等运动员
掌握着该项目世界最高难度。16日
晚男子最后一轮比赛中，6名选手中
有5人选择了5.000的难度，但齐广璞
呈现最为完美。

这霸气的承诺来自中国队在该
项目上的良好布局。竞技体育有其
自身发展规律，从队伍建设、科研服
务到后勤保障，一批批冰雪人为该项
目的发展铺路、奠基。

这霸气的承诺是对现在，也是对

未来。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较晚，很长
时间内都是冰强雪弱。如今，在北京
冬奥会的带动下，已有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冰场穿梭着更多穿上冰鞋
的少年，雪场飞翔着更多拿起雪板的
孩子。他们，都是中国冰雪运动的未
来。

祝福中国空中技巧队在冰雪中
的怒放，更要向每一位推动中国冰雪
运动发展的幕后英雄致敬。

今晚，这份荣誉属于你们。

怒放！空中技巧“王牌之师”续写奥运传奇
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潘毅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梁金雄 马思嘉 谭畅）历时9天的
北京冬奥会男子冰壶循环赛 17日
上午结束，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
国队排名前四，跻身半决赛。中国
男队以4胜5负在10支参赛队中排
名第五位，与四强擦肩而过。

中国男队此前两次取得过冬奥
会参赛资格，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首次参赛，中国队位列第八，四年后
索契冬奥会中国队取得第四名的佳
绩，中国队未能获得平昌冬奥会参
赛资格。

在当日上午最后四场循环赛
前，瑞典、加拿大和英国男队已稳获
四强席位，唯一尚待争夺的四强名
额在卫冕冠军美国队和挪威队间产
生。

美国队当日面对的是排名垫底
的丹麦队，只要他们获胜，将直接领

到四强入场券。结果，美国队如愿
以 7:5击败丹麦队。而挪威队出线
的希望寄托在丹麦队击败美国队身
上，结果未能如愿。

英国队当日以 5:2战胜加拿大
队，从而以8胜1负的战绩位居循环
赛首位。瑞典队虽以8:10不敌瑞士
队，但以7胜2负的战绩排名第二。

加拿大队当日败给英国队，与
美国队战绩同为5胜4负，但加拿大
队因在循环赛 10:5击败过美国队，
因而排名第三，美国队位列第四。

循环赛排名第六到第十的队伍
依次为：挪威队（4胜5负）、瑞士队
（4胜5负）、俄罗斯奥委会队（4胜5
负）、意大利队（3胜6负）、丹麦队（1
胜8负）。

根据赛程，当晚将进行男子半
决赛，由英国队对阵美国队，瑞典队
对阵加拿大队。

冬奥会男子冰壶循环赛收壶

中国男队位列第五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7日电
（记者 夏亮 朱青 陈地）北京冬奥
会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
格赛17日战罢，中国队选手谷爱凌
排名第一轻松晋级，张可欣和李方
慧分别排名第五和第七也都顺利闯
入决赛。

本赛季的国际雪联世界杯分站
赛上，谷爱凌在U型场地技巧项目
上表现强势，包揽全部四站冠军，并
在运动生涯中首次捧起象征赛季总
冠军的水晶球。北京冬奥会上，她
也被认为是该项目夺金的最大热
门。

根据比赛规则，资格赛两轮过
后，成绩最好的12名运动员将晋级
决赛。

比赛中，谷爱凌第一滑就斩获
93.75分，资格赛首轮过后排名第
一。第二滑，谷爱凌进一步提升了
动作质量，将分数提升至 95.50分，
从而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轻松晋级决
赛。

“这个场地非常棒，滑起来速度

特别快。过去几天因为有坡障的资
格赛和决赛，所以U型场地技巧训
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昨天训
练中我感到十分疲惫，但是今天我
感觉非常棒。”赛后谷爱凌说。

小将张可欣和李方慧在比赛中
表现也都十分出色，同样顺利晋
级。其中，张可欣在第一滑得到
77.50分排名第十的情况下，第二滑
拿到 86.50的高分，最终排名第五。
李方慧虽然第二滑出现失误，但同
样凭借第一滑 84.75分的表现最终
排名第七。另一位中国选手吴梦在
第一滑失误的情况下，第二滑拿到
67.75分，最终排名第16，无缘决赛。

谷爱凌劲敌、爱沙尼亚名将凯
莉·西尔达鲁在第一滑拿到87.50分
后，第二滑选择了放弃，最终以第三
名的成绩晋级。加拿大选手蕾切
尔·卡克以 89.50分排名第二，卫冕
冠军、加拿大选手凯茜·夏普以
86.25分排名第六。

女子 U型场地技巧决赛将于
18日上午进行。

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张可欣、李方慧
晋级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

新华社柏林2月16日电（记者
刘旸）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在中国热销引发德国媒体关注，《南
德意志报》称圆滚滚的“冰墩墩”可
爱讨喜，会成为人们关于北京冬奥
会的美好回忆。

《南德意志报》16日发表文章
关注“冰墩墩”在中国热销的现象，
称其为冬奥会上再合适不过的吉祥
物。上一次早早卖脱销的冬奥吉祥
物还是都灵冬奥会的吉祥物“内韦”
和“格利兹”。但两次情况不一样，
都灵冬奥会的吉祥物是生产少了，

而“冰墩墩”面临的情况是想买的人
太多了。

文章说，“冰墩墩”是一只穿上
冰衣的熊猫，圆圆滚滚，甚至比电视
机里播放的冬奥比赛都抢镜。大多
数人无法到现场看比赛，买一个“冰
墩墩”成为人们与冬奥亲密接触的
重要方式。在家里橱柜上摆放“冰
墩墩”，人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忆冬
奥会。

文章说，中国人超级爱“冰墩
墩”，也爱这届冬奥会，“冰墩墩”已经
成为冬奥图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冬奥会的美好回忆

德媒关注“一墩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