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黑”到底!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北京冬奥会冰壶混双决
赛 8日晚进行，“黑马”意大利队 85战胜挪威队，豪取 11
连胜夺冠。这是意大利队首次赢得冬奥会冰壶金牌。

意大利组合斯特凡尼娅·康斯坦丁尼和阿莫斯·莫
萨纳此前在国际赛场鲜有佳绩，去年 12月才通过资格
赛搭上冬奥会“末班车”。来到北京冬奥会，这对“95
后”组合发挥出色，十连胜晋级决赛。

本届赛事，意大利队攻势如虹，完成 23 局偷分，4
次单局得到 4分，11场比赛净胜 41分。

意大利队教练克劳迪奥·佩夏赛后表示，康斯坦丁
尼和莫萨纳虽然两年前才开始搭档混双，但为冬奥会
做了充分准备。在决赛中，两人虽开局不利，但找回此
前连胜的节奏，“打出了经典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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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当所有人
都以为，谷爱凌最后一跳要拿出熟悉的动
作，与瑞士人玛蒂尔德·格雷莫争夺一枚银
牌时，她却选择挑战此前从未做出的超高
难度动作，并成功反超了一路领先的法国
人苔丝·勒德。

苔丝第三跳失误，谷爱凌获得冠军，全
场观众沸腾了！

2 月 8 日 ，北 京 首 钢 滑 雪 大 跳 台 ，北
京 冬 奥 会 自 由 式 滑 雪 女 子 大 跳 台 决 赛
中，谷爱凌第三跳挑战从未做出的超高
难度动作成功，上演超级大逆转，奇迹般
夺冠。

谷爱凌拿到的这枚金牌意义非凡！这
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奥会历史首
金，是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雪上项目首

金，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在冬奥会上获
得的首枚金牌。

谷爱凌的三跳，逆转取胜，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

第 一 跳 ，谷 爱 凌 做 出 偏 轴 转 体 两 周
1440 度动作，稳稳落地后，得到 93.75 分。倒
数第二位出场的法国名将苔丝，直接放出
赛前不愿多说的“秘密大招”——偏轴转体
两周 1620 度，这是目前女子大跳台比赛中
的最高难度动作。苔丝凭借“独门绝技”拿
到 94.50分后暂列第一。

第二跳，谷爱凌选择了一个难度相对
低的偏轴转体两周 1080 度动作，获得 88.5
分。前两跳不错的成绩为她第三跳“放手一
搏”留下了机会。

苔丝的第二跳挑战倒滑偏轴转体两周

1440 度成功，拿到 93 分。两跳总分 187.50
分，苔丝强势领先。

第三跳，全场观众屏住呼吸，静待谷
爱凌出场！

偏轴转体两周 1620 度，落地后，
谷爱凌掩面而泣！

94.50 分，最后一跳反超，综
合最佳两跳得分，谷爱凌以
总分 188.25分逆袭夺冠！

谷 爱 凌 说 ：“ 第 三
跳出发前，我知道冲
一下自己从没做
出的动作，有可
能夺得金牌，我
决 定 放 手 一
搏。”

谷爱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逆转夺冠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祝贺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冠

谷爱凌夺冠后为苏翊鸣加油：

“小鸣非常优秀，就像
我的弟弟一样”

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8 日，中国选
手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
跳台决赛夺冠，赛后她为一周后将参加单
板滑雪大跳台比赛的苏翊鸣加油：“小鸣非
常优秀，就像我的弟弟一样。”

谷爱凌说：“苏翊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运动员，他也很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么强。
他会做到自己的做好，他会很满意。我希望
他能滑得好！”

“他不需要我的祝福，对他来说，easy
（简单）！他就像我的弟弟一样，我觉得他肯
定没问题。”她说。

两位未及弱冠的中国年
轻人，在北京冬奥会上熠熠
生辉！17 岁的苏翊鸣、18 岁的
谷爱凌，用他们神勇的表现、
开放的心态，向全世界展示
着中国青年热情开朗 、包容
进取的形象。

决赛最后一个登场的苏
翊鸣在加拿大选手帕罗特拿
到 90.96 分的情况下，顶住压
力，在第二轮比赛中完成了
全场第一个 1800 度动作，收
获一枚宝贵的银牌。在前两
轮 总 分 落 后 法 国 选 手 苔 丝
5.25 分的情况下，谷爱凌在最
后一轮跳出了比赛中从未尝
试过的 1620 超高难度动作，
绝杀夺冠！

初 生 牛 犊 不 怕 虎 ，敢 于
挑战和突破自我，这就是中
国青年！

拿到个人首枚奥运金牌
的谷爱凌没有肆意庆祝，而
是和铜牌得主玛蒂尔德一同
前去安慰遗憾获得银牌的苔
丝。苏翊鸣是全场唯一完成
1800 度动作的选手，最后没
能获得冠军，甚至引来不少
国外网友的声援，但苏翊鸣
并不在意。颁奖台上，他开心
地和对手拥抱致意。

尊重规则、尊重对手、尊
重友谊，这就是中国青年！

赛 场 上 ，谷 爱 凌 和 苏 翊
鸣的成绩让世界为之惊叹，
赛场外他们丰富的成长经历
也让人感慨不已。苏翊鸣除
了是一位优秀的单板滑手，还
是小有名气的“童星”。这位曾
经面对镜头坦言不想把滑雪
当作职业的少年，当看到北京
获 得 2022 年 冬 奥 会 举 办 权
时，毅然决然选择成为职业滑
手，在家门口为国出战。

和苏翊鸣多年辗转国外
训练不同，能说一口流利京
腔的谷爱凌是中美混血，从小
在美国长大。她身上标签众
多，是“天才滑雪少女”，也是
名校“学霸”，还是模特。如今，
中国兑现了“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承诺，她希望自
己的经历“ 可 以 鼓 励 成 千 上
万的中国人参与滑雪运动”。

多 元 的 文 化 背 景 ，不 同
的成长经历，共同的“更快、
更高、更强——更团结”的理
念，这就是中国青年！

与 时 代 同 频 共 振 ，为 大
国添砖加瓦，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面前，以谷爱凌、苏翊
鸣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人，将
个人的奋斗和祖国的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不负时代，不负
韶华，这就是中国青年！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8日电

从苏翊鸣到谷爱凌
这就是中国青年！

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闭环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8 日，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来到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项目决赛现场观看比赛，并对获得冠军的
中国选手谷爱凌表示祝贺。

巴赫说：“谷爱凌是令人赞叹的，其
他两位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也是。这是一场

惊险刺激、让人难以呼吸的比赛。”
“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冬奥会比赛中，谷爱

凌站上了冠军领奖台，我可以想象到在最后一
跳时，谷爱凌一定在想，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她
从来没有做出的动作。我觉得在场所有观众
应该都感觉到，这是一场多么精彩的比赛。”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来现场观看这
场比赛时，巴赫说：“这是属于年轻人的比
赛，我喜欢革新，并愿意去推广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这一新加入冬奥会的项目。”

相
关
新
闻

2月 8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决赛的最后一跳，谷爱凌没有听妈妈
的话。

1440 度的动作，拿手，已经成功过若干
次，发挥好可以拿到银牌；1620 度，极难，自
己从未在正式比赛中跳过，但是可以拼一拼
冲击最高领奖台。

2 月 8 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大跳台项目的决赛。在站上第三跳的出发区
之前，妈妈给谷爱凌打电话，劝她选择 1440
度的比赛方案。

谷爱凌拒绝了，选择冒险多转 180度。
命运给予这个小女孩的东西太多了，包

括这选择多转 180度的勇气。
夺冠以后，她如此解释：“即使我没有成功

落地这个动作，我觉得自己也是在用行动鼓舞

全世界的年轻女孩们去打破自己的限制。”
一个 18 岁的女孩，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原来是这样思考并且做出抉择的。
在度过了我短暂的记者生涯最为紧张

的一个上午后，我明白了为什么谷爱凌能够
成为北京冬奥会的“顶流”。

作为这次冬奥会负责大跳台项目的记
者之一，进入闭环的工作状态后，我在脑海
里无数次设想过这场比赛的结果，我想象过
谷爱凌会赢，毕竟在冬奥会开始前的这个雪
季里，她在 36 天内拿到了 6 个自由式滑雪世
界大赛的冠军。但是从来没想到，这一天她
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赢。

早上比赛开始前，由于谷爱凌的参赛，
中外记者们争相前往报道，导致去往石景山

首钢园的媒体大巴拥挤不堪。
谷爱凌的表现也确实回报了众多媒体

们的关注。不仅仅是创造历史夺冠的成绩，
赛后从走出场地开始，先是接受 12 家持权
转播商的采访，然后混合采访区各大通讯社
以及几十家其他媒体的采访，再到超过 20
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谷爱凌耐心回答了几乎
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从容、大方、自信，始
终面带微笑。

谷爱凌的下一站比赛地点是在张家口
的云顶滑雪公园。夺金概率更高的坡面障碍
技巧、U 型场地的比赛，在等待着她，等待着
这个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选择多转 180 度
的谷爱凌。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她为什么要选择多转180度？
新华社记者 赵建通

今日看点今日看点

任子威冲击第三金
中国“双姝”踏上争冠路

据中新社 2 月 9 日的北京冬奥会赛场将展开 6
场金牌争夺战，中国选手任子威将在短道速滑男子
1500 米赛场，冲击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三枚金牌。

短道速滑：
任子威冲击个人第三金

在将混合团体和男子 1000 米两枚金牌收入囊中
后，中国短道速滑名将任子威 9 日将于 1500 米赛场向
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三枚金牌发起冲击。

在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19 岁的任子威作为中
国短道速滑男队的一员，获得男子 5000 米接力银牌，
但在个人单项上无功而返。

这个奥运周期，任子威进步神速。本赛季，任子威
获得 3枚世界杯分站赛金牌，其中两枚来自 1500米。因
此，1500米赛场堪称他的真正主场，“短道第三金，还看
任子威”也成为中国观众对他的共同期待。

中国队在该项上满额 3 人参赛，任子威将和队友
张添翼、孙龙一起，力争共创佳绩。

短道速滑赛场当日还将进行女子 3000 米接力的
半决赛和女子 1000 米预赛。中国短道速滑女队近年来
虽然水平下滑，但整体实力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准之上，进入决赛当无大碍。

单板滑雪：
中国“双姝”亮相 肖恩·怀特出场
在苏翊鸣赢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单板滑雪

赛场，9 日将迎来中国军团的另一支具有夺冠实力的
队伍，中国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队。

在当日进行的女子 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中国
选手刘佳宇、蔡雪桐、邱冷、武绍桐将联袂作战。其中，
同为冬奥会四朝元老的刘佳宇、蔡雪桐均是该项目的
夺冠热门。在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刘佳宇获得银
牌，蔡雪桐则在本赛季第七次获得该项目的世界杯年
度总冠军。

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双姝”最大的对手是卫冕
冠军、美国选手克洛伊·金。在平昌冬奥会上，克洛伊成
为首位“00后”冬奥会冠军。

男子 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将迎来本届冬奥会雪上
项目的最大牌明星，36 岁的美国名将肖恩·怀特。这位
冬奥会五朝元老是世界冰雪运动和极限运动中最具影
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前 4 届冬奥会上，3 次获得该项
目金牌。中国选手将力争晋级决赛。

当日的单板滑雪赛场，将产生女子障碍追逐赛金
牌。据悉，因此前进入中国代表团名单的西藏小将拥青
拉姆受伤，中国队将由同为 18岁的冯贺替换参赛。

火炬手出征北欧两项
中国冰壶男队首战瑞典

北欧两项 9 日将产生跳台滑雪标准台/越野滑雪
10 公里金牌。中国选手此番首次出现在这一项目的冬
奥会赛场，“00 后”赵嘉文将为中国队填补该项的奥运
成绩空白。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最受关注的点火仪式上，赵
嘉文是最后一棒的两名火炬手之一。他能获得如此殊
荣，也证明了他在该项上为中国队赢得的首张冬奥会
入场券，对于中国雪上运动发展的重要价值。

冰壶混双赛事收官后，男子冰壶大战硝烟再起。中
国队循环赛首战将面对世锦赛三连冠的瑞典队，获胜
概率不大，锻炼价值很高。

在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中国冰壶男队获得第四
名，创造了其在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随后，中国冰壶男
队缺席了平昌冬奥会，如今是时隔 8年重返冬奥赛场。

2月 8日，中国
选 手 谷 爱 凌 在 比
赛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 8日电 国际滑联于
瑞士时间 7 日发表声明，表示收到了来自韩
国队和匈牙利队关于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
滑男子 1000米比赛的申诉，但裁判长与视频
裁判员经过反复核实，维持原判。

针对韩国队对黄大宪在男子 1000 米半
决赛被罚提出的申诉，声明说，正如赛场视频
屏幕所显示的那样，黄大宪因“违规超越导致
（身体）接触”而被判罚。针对匈牙利队对刘少
林在男子 1000米 A组决赛中收到黄牌提出的
申诉，声明指出，正如赛场视频屏幕所显示的
那样，刘少林在同一场比赛中因两次犯规而
收到一张黄牌。第一处判罚是“在直道由内向
外变道造成（身体）接触”，第二处判罚是“在
终点冲线前用手臂阻挡他人”。

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滑联总则第 123条第
4和第 5款，裁判确认驳回上述申诉。事实上，
根据比赛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允许对裁判员
因违反任何比赛规则而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
或不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的决定提出申诉。

7 日晚，男子 1000 米短道速滑比赛异常
激烈、犯规频发，从 1／4 决赛到半决赛再到
决赛，几乎每场比赛都要经过裁判的判罚才
能决定名次。中国队三名选手最终晋级男子
1000 米决赛。决赛中，来自匈牙利的世锦赛
冠军刘少林率先撞线，但经裁判反复研判，
刘少林因为“同一场比赛中两次犯规”被出
示黄牌取消成绩，中国选手任子威和队友李
文龙包揽冠亚军。韩国选手黄大宪则在半决
赛第一组的较量中被判罚犯规。

国际滑联
驳回韩国队和匈牙利队申诉

维持
原判

——“我觉得肯定得去一下三里屯，我得去逛逛商
场啊，吃吃好吃的啊，吃吃北京烤鸭。”

背景：拿下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后，谷爱凌
这样设想全部比赛结束之后的生活。

评论：终于找到了我跟奥运冠军的共同爱好。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今天被冰讨厌了，看
来不能日行一善，要日行十善才行。”

背景：花滑男单赛场，志在冲击冬奥三连冠的羽生
结弦在短节目出现失误，仅位列第八。赛后他说不够幸
运，感觉起跳时卡在了冰面的洞上。

评论：冰说，不要乱讲。

——“有面儿不，爸？”
背景：夺得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银牌后，李文龙

这样问父亲。
评论：相当有面儿！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妙语连珠妙语连珠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在 8 日的北
京冬奥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疫情
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示，目前冬奥闭环
内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只要各方坚持行之
有效的、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今后一段时
间新冠阳性病例数将会持续下降。

黄春介绍说，2月 7日 00：00至 23：59，机
场入境涉奥人员 133 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
官员 93 人，其他利益相关方 40 人，全天海关
没有检出阳性人员；2月 7日 00：00至 23：59，
闭环内核酸检测总次数 70524，其中运动员
及随队官员 6720 人，其他利益相关方 63804
人，闭环内复检阳性总共 6人，其中运动员及
随队官员 5人，其他利益相关方 1人。

“1 月 23 日至 2 月 7 日，我们从注册预开

村到现在累计复检阳性是 393 人，其中运动
员及随队官员占到了 40.46％，其他利益相关
方 占 到 了 59.54％ 。机 场 检 出 总 共 占 了
62.85％，闭环内检出占了 37.15％。”黄春说。

黄春表示，截至目前，几乎所有阳性病
例都是来华前的感染，或者说是闭环内潜伏
期内的感染。“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目前）
大约三分之二、也是 68％的（阳性病例）人群
都已经解除了隔离或者出院，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消息。目前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充分
说明我们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是有力有效
的，疫情的风险总体可控。”黄春说。

据了解，接下来海关机场入境人员将逐
渐减少，黄春认为海关检出的占比阳性数量
也会相应减少。

风险
可控

谷爱凌夺冠
数学帮了什么忙？

据新华社广州 2月 8日电 8 日，北京
首钢滑雪大跳台，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女子大跳台决赛中，谷爱凌第三跳挑战从
未做出的超高难度动作成功，上演超级大
逆转，奇迹般夺冠。

在前两跳落后对手的情况下，谷爱凌
上演了偏轴转体两周 1620 度。看到 1620 这
个数字，记者想起早前媒体报道谷爱凌是
个标准的“学霸”，擅长数学。那么，她这个
意义非凡的冠军，数学帮了忙吗？

其实，仅仅从“1620”这个数字，就知道
滑雪大跳台这项运动和数学关系不浅，旋
转的圈数直观体现了难度，从 1080到 1440、
1620，数字不断增大的背后，是人类战胜自
我、挑战极限的意志和勇气。然而，在意志
和勇气背后，还有数学。

在这个时代，一名运动员如果不能应
用最为前沿的技术，很难站上代表人类极
限的奥林匹克的最高领奖台。不敢说数学
对谷爱凌的冠军有什么直接帮助，但一个
拥有了数学思维的运动员，对以上这些的
理解会不会更深一层呢？

“冠军＋学霸”在谷爱凌身上的合体，
证明两者并不矛盾，甚至生动诠释了“体教
融合”的奥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