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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不愿再错过
“在中国队我们是老将，但在国际上

我们还不是最老的一批。”此前，齐广璞在
夺得混合团体银牌后表示，争取登上最高
领奖台就是老将们坚持的意义。

从第一次登上温哥华冬奥会开始，齐广璞
和贾宗洋的冬奥之旅始终相伴，当时 18岁的贾
宗洋和19岁的齐广璞分别夺得了第六和第七。

4 年后在索契，他们已经成为夺金热门，预
赛中两人也分列第一和第二，但在决赛中，白俄
罗斯老将安东·库什尼尔完成了难度系数高达 5.0
的反身向后翻腾 3 周转体 1800 度动作，改变了中国
队“双保险”的局面，背水一战的两人相继失误，最
终，贾宗洋摘铜，齐广璞无缘奖牌。

索契夺牌第二年，贾宗洋在一次训练中双腿严重受
伤，胫骨粉碎性骨折、腓骨断裂、内侧踝关节断裂，医生为
他双腿植入钢钉 22 颗和两块钢板。在大家以为他将告别赛
场时，他凭借超强意志配合康复，重返赛场，并在平昌冬奥
会上摘得银牌，从此他多了“钢铁侠”的称号。

而比赛中发挥不佳的齐广璞赛后一度退出国家队，可为了
北京冬奥会他又重返赛场，家门口的机会，老将不愿再错过。

据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

“四朝元老”齐广璞夺冠
据观察者网 在刚刚结束的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

技巧决赛中，“四朝元老”、中国队选手齐广璞在本届冬
奥会上首次拿出 5.0 的高难度动作，并以出色的发挥获
得 129.00分夺冠！为中国代表团赢得第七枚金牌。

这是继 2006 年都灵冬奥会韩晓鹏摘得首金后，中
国空中技巧男队再次夺得该项目金牌。

2 月 16 日 1900，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
中技巧决赛将展开比拼。第一跳，贾宗洋和齐广璞分别
以 123.45分和 125.22分位列第 5和第 3。

此前的资格赛中，四战冬奥的中国队老将齐广璞、

贾宗洋分别以一、二名的成绩稳进决赛。
在决赛第 1 轮中，齐广璞在两跳分别得到 125.22

分和 114.48 的成绩，排名第 4 提前入围第 2 轮。而贾宗
洋则在两轮分别取得 123.45 和 88.69 分，排名第 7 遗憾
出局。

决赛第 2 轮中，齐广璞第三位起跳，最终取得 129
分，夺得金牌！银牌和铜牌分别有乌克兰选手亚历山
大·阿布拉缅科与俄罗斯选手伊利亚·布罗夫获得。

根据比赛规则，每组前六名（包括并列）的选手进
入决赛，而其余选手将进入资格赛第 2轮的角逐。

“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
手就能碰到天……”在齐广璞锁定金牌后，现场播
放起了歌曲《我相信》，四战冬奥、始终坚持，当天，齐
广璞做到了！

2006 年都灵冬奥会，韩晓鹏在空中技巧项目决赛
中夺冠，为我国夺下雪上项目首枚冬奥金牌，也开创了
中国男子选手在雪上项目新的历史。此后三届冬奥会，
中国空中技巧队每届都有奖牌入账，却始终无人问“金”，
直到本届赛会，徐梦桃收获女子空中技巧金牌后才打破
了“魔咒”。当时，她寄语男队：“别有负担，放开比。”

相关链接

2 月 16 日，中国选手
齐广璞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据中新社 2月 17日的北京冬奥会赛场，中国队小将
谷爱凌将再次亮相，在自由式滑雪的 U 型场地，拉开她在
本届冬奥会上第三场金牌大战的序幕。

尽管在前两场金牌大战中，谷爱凌已分别获得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的金牌和坡面障碍技巧的银牌，但一个事实
是：U 型场地才是这位 18岁姑娘最游刃有余的舞台。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她是该项目的金牌得主。在本赛
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上，她获得了 U 型场地的 4 站冠军，抱
回了象征赛季总冠军的水晶球。于她而言，实力不是问题，
问题是她在本届冬奥会上身兼 3 项，每项都有资格赛和决
赛，每一场赛事又要进行 2-3 轮角逐，一方面或会让她的
体能和精力消耗太大，另一方面也恐难以保障她有足够的
训练时间。

因此，在 17 日的资格赛中，谷爱凌能否晋级不是悬
念，最大的看点是她的动作质量和她的状态及表现。

此外，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
的 4个参赛席位，吴梦、张可欣、李方慧将与谷爱凌一起征
战。4位中国选手能有几人晋级决赛，也是这场资格赛的另
一大看点。

在当日的自由式滑雪赛场，还将进行女子障碍追逐
赛，从武术队跨界而来的 18岁“功夫少女”冉鸿运、20岁的
云南哈尼族姑娘普蕊将联袂出战。该项赛事当日将进行从
资格赛到决赛的 5轮角逐，不知两位中国小将能过几关。

速度滑冰将产生女子 1000 米金牌。这一小
项曾给中国军团带来荣耀、为中国速度滑冰实现突
破——在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张虹获得该项冠军，为
中国赢得首枚速度滑冰的冬奥会金牌。

时间再往前移，在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叶乔
波获得 2 枚银牌，为中国代表团实现了冬奥会奖牌零的突
破，其中一枚银牌就来自于速度滑冰女子 1000米。

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将派出李奇时、金京珠、殷琦
3人出战，虽然难以重现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辉煌，但期望
超越在上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在四年前的平昌，3名中国选
手无一进入该项前 10名。

花样滑冰的女子单人赛将在 17 日完成自由滑角逐后
产生金牌。在短节目的较量中，俄罗斯“套娃”显示出强大的
整体实力，3人全部跻身前 4名，其中 15岁的瓦利耶娃虽然
受到“兴奋剂事件”的影响，但仍以 82.16的高分位居第一。

在自由滑角逐中，俄罗斯“套娃”仍然具有难以撼动的优
势，短节目杀入前三名的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能否在俄罗斯

“套娃”的围剿中获得一枚奖牌，成为该项比赛的一大悬念。
中国选手朱易在短节目比赛中排名第 27 位，无缘晋

级自由滑。
冰壶赛场将进行男子和女子最后一轮循环赛及男子

冰壶半决赛，中国男女冰壶队均于 16 日完赛，最终排名尚
待最后一轮的结果，但晋级四强希望渺茫。

中国女子冰壶
队曾在 2010 年 温 哥 华
冬奥会上获得铜牌，但在前
两届奥运 会 上 均 未 能 晋 级 四
强。中国男子冰壶队曾在 2014 年
索契冬奥会上获得第四名，但缺席了
上届冬奥会，如今是时隔 8 年重返冬奥会
赛场。

17 日的女子冰球金牌大战，将迎来冬奥会
该项决赛的传统节目：加拿大队迎战美国队。

女子冰球在 1998 年长野冬奥会上成为正式比赛
项目，从那时起，加拿大队和美国队包揽了前 6届冬奥会
金牌，其中加拿大队 4 次夺冠，美国队虽然只有两次获得
金牌，但却是卫冕冠军。此番这两支北美劲旅的强强对话，
将决定谁才是女子冰球的当今王者。

谷爱凌亮相U型场地
俄“套娃”争冠花滑女单

今日看点今日看点

2 月 16 日晚，北京
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

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
在当晚进行的北京冬奥会

短道速滑男子 5000米接力中，由
武大靖、任子威、孙龙和李文龙
组成的中国短道速滑男队因为
意外摔倒，最终无缘奖牌。

当天的决赛中，中国队排在
第五道出发。在还剩 16 圈的时
候，任子威超过身前的俄罗斯奥
委会队，上升一位来到第三。

意外发生，孙龙摔倒，中国
队落到了最后一位。但他们没有
放弃，始终坚持比赛。一圈圈地
滑，一圈圈地追，虽然被套圈，但
是他们还是顽强比赛。

最终，李文龙坚持滑完了最
后一棒，中国队位列第五，未能
获得奖牌。

赛后在混合采访区，摔倒的孙
龙也流下了遗憾的眼泪。他对记者
表示，自己并没有和其他运动员有
接触，“当时就是想守住内道，不让
别人超越，但没踩住，就摔倒了。”

孙龙表示，他接下来的目标是 4年后的下
一届冬奥会，“我会继续进步，往前追，争取赶
上世界顶尖水平。”

赛后采访中，武大靖认为，中国队前半程
的战术执行顺利，整体发挥很好，他透露，赛前
团队的目标，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前两届这
个项目我们拿了一次铜牌一次银牌，这次就是
奔着金牌去的，发生意外前我们的位置也不
错。但是作为团队，我们也需要接受这个结
果。”武大靖告诉记者，孙龙赛后流下了伤心的

泪水，并向全队道歉，作为老大哥，他和队友
安慰了这名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 20 岁小

将，“他的压力很大，我们没有责怪他，
给他一些空间和鼓励，他今后的

路肯定会更好。他才 20 岁，会
有他的 24 岁、28 岁。这些都

值得总结、改进。出现问
题团队一起扛。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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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月1616日日，，中国中国
队选手在比赛中队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2月 16日，中国选手齐广璞比赛后庆祝。新华社发

▲

▲

中国男队险胜瑞士
四胜五负无缘四强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6 日电 中国男子冰
壶队 16日下午打出 95％的成功率，以 65击败
2021 年世锦赛铜牌得主瑞士队，用一场胜利结
束北京冬奥会之旅。中国队的循环赛最终战绩
为四胜五负，无缘晋级四强。

中国队一垒许静韬、二垒王智宇、三垒邹
强，四垒为队长马秀玥。

赛后谈及“碰壶”事件，马秀玥表示，他认为
对方“碰壶”对比赛影响不大，有信心保持优势，
因此选择维持当时的局面。

图为当日中国队选手马秀玥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马宁 摄

中国冬奥首金20周年
杨扬想对大家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20年前的 2月
16 日，在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
500 米决赛中，杨扬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
的突破”。20年后，在家门口的北京冬奥会上，中
国代表团目前以 6金 4银 2铜刷新了在单届冬奥
会夺得的金牌数和奖牌数两项纪录，创造了参
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并在多个项目
上取得突破，一代又一代中国冰雪人在传承中
书写新篇章。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杨扬通过新华社跟
大家分享了感受。她说：“20年前的今天，我有幸为
祖国赢得第一枚冬奥会金牌。20年后，冬奥会在家
门口举行，运动员们正用他们高超的技艺、完美的
表现、顽强的拼搏，以及赛后热情的拥抱、彼此的
祝贺与鼓励，震撼世界、鼓舞世界、感动世界。”

“年轻的一代，比我们那时候更自信、更洒
脱、更渴望表达。国家的发展让年轻的一代有机
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和吸收着不同的文
化，年轻的一代更渴望与世界对话、渴望向世界
展示自己，而冬奥会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当然，
这里不仅是运动员，还有那些志愿者们，远远地
挥着手、热情洋溢地用各种语言欢迎来自世界
各地的友人们。面对微笑与自信的年轻面孔，谁
的心能不被融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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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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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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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6日电

体育时评体育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