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把“中国龙”印上天空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北京的风将谷爱凌托起，

扬起她的号码服，雪服后背的“中国龙”被阳光照亮，
就像印在了天空。

驭雪而下、跃入空中、翻转两周、转体1620……3
秒钟后稳稳落地，谷爱凌大声尖叫着，双手抱头，又捂
住脸颊，似乎不敢相信自己做到了这一切。

转体1620，是目前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女选手能做
出的最高难度动作，而她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北京冬奥
会的决赛最后一跳！

蹲坐数秒后，谷爱凌起身等待分数，嘴中呢喃着
“我要哭了、我要哭了......”。在她的身上，这并不常见，
即使第二跳后落后对手很多，她也是面带微笑。

“这是一场让人难以呼吸的比赛。”现场观赛的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

是的，在冬奥会的决赛中，没有人会有一丝保留。
第一跳，法国名将苔丝·勒德就完成了最难的转

体1620，这是她在世界极限运动会上的夺冠动作，也
让她以94.50分获得领先。

按照规则，将选手三跳成绩中择较高两次相
加，即为总成绩。两跳之后，谷爱凌列第三，落后苔
丝5.25分。看似毫厘之差，但在高手之间，这分差
并不小。

94.50分！第三跳最终分数公布后，谷爱凌反超
对手0.75，暂居第一。她双膝跪地、以手掩面、仰天而
泣，欢呼和掌声淹没了她，但此时金牌还不属于她。

或许有压力、或许状态不佳，苔丝最后一跳完成
了空中动作，但落地时重心不稳。微瑕掩瑜，73.50
的最后分数像是抽走了她的力气，苔丝蹲在地上抽
泣起来。

金牌到手的谷爱凌没有离场，而是走到对手身
边，轻抚苔丝的后背进行安慰。

“我想告诉她，金牌的一部分也属于她。”谷爱凌
说，是对手促成了她完成转体1620。

第二跳后，谷爱凌的妈妈曾打电话建议她选择

更稳妥的转体1440，至少确保
银牌。

“妈妈，我不要这样做。”
“最后的选择是你的，这是你的
比赛，好好享受它。”

比赛时习惯戴耳机听歌的
她换了首音乐，侧身停在雪坡
顶端，微微转动身体，在脑中预
演着将要尝试的全新动作。然
后，身背“中国龙”的少女跃向
蓝天、冲向未知！

这 当 然 是 个 有 风 险 的
选择。

但她说：“这是冬奥会，全
世界都在看着，这是特别重要
的一秒钟去代表体育精神。我
一直说，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
打败其他选手，我只想去打破
自己的界限。”这个天才少女，
在人生重要时刻对自己初心的
坚持，为奥林匹克格言“更快、
更高、更强、更团结”写下朴实
注脚。

腾空只有短短3秒，等待却已十多年。
这一跳，谷爱凌跳出了新的自己，跳上了冬奥会

最高领奖台。这一跳，也让中国时隔16年后，收获了
雪上项目历史第二金！

“在这里赢得金牌是最大的荣誉、最大的梦想。”
谷爱凌说，“我感谢国家为这届冬奥会所做的一切。”

把金色的“中国龙”绣在比赛服上是谷爱凌自己
的创意，她说，想让世界看到和了解更多的中国文
化。今天，她和“中国龙”一同在北京的空中腾飞，与
五环标志同框！这一画面将永远定格在冬奥会的历
史上，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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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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说：“未
来一段时间，因为存在潜伏期内的感
染，闭环累计检出阳性的占比还会有所
增加。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行之有效的、
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今后一段时间病
例数将会持续下降。”

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闭环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预计新冠阳性病例数将持续下降

站在亚军领奖台，高木美帆的脸上
写满不甘。这是她连续两届冬奥会输
给同一个人，上届输0.2秒，这次是0.44
秒。姐姐高木菜那全程见证，第一时间
拥抱了她。

2 月 7 日，北京冬奥会速滑女子
1500米决赛。高木美帆、高木菜那代表
日本队出战，她们的对手有荷兰人伊
琳·伍斯特、安托瓦妮特·德容，美国人
布里塔妮·鲍……

姐姐第十组出场，她的对手是中国
选手韩梅，最终高木菜那以1分55秒34
的成绩率先撞线，位列第八。

荷兰人伍斯特第12组亮相，观众对
这位奥运“五朝元老”鼓掌致意。当伍
斯特冲过终点线，成绩定格在1分53秒
28，尘封八年的奥运纪录被打破。

这给最后一组出场的高木美帆不
小压力。看台上的日本记者开始鼓掌，
为这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油。枪响，高
木美帆反应迅速，冲在了前面。前300
米，她滑出25秒10，全场最快；700米，
53秒26，依然第一；但在1100米后，她
放慢了速度，最终成绩1分53秒72……

看到场上大屏显示第二名，高木美
帆一脸遗憾，不停摇头。“冲刺时，我没
保持好平衡，身体太累了。”她赛后复盘
说，“上次（冬奥会），我没夺冠，拿了银
牌还觉得挺幸运。这次让我再得第二，
我心有不甘。”

5岁时，在姐姐带领下，高木美帆第
一次走上冰场。27岁时，她跟29岁的
姐姐一起，共同站上了北京冬奥会的冰
面……“遇到问题时，我们会互相沟通；

遇到困难时，我们会互相支持。我俩话
不多，但喜欢待在一起。”

姐俩出生在北海道，这注定了她们
与冰雪的缘分。如果不选滑冰，高木美
帆很可能去踢球，她中学时是校队前
锋。14岁时，高木美帆在速滑上展现出
过人天赋，屡获大奖，15岁就参加了温
哥华冬奥会，成为日本年纪最小的速滑
冬奥选手。

但妹妹一帆风顺的人生却在索契
冬奥周期折戟，天才少女没能如愿获得
参赛资格。“这个失利是我人生的转折
点，但也磨炼了我的意志。”而彼时，姐
姐高木菜那首次登上冬奥会舞台。

四年后，姐妹两人共同亮相平昌冬
奥会。那届赛会，妹妹璀璨耀眼，但在
个人项目上，率先夺金的却是姐姐。之
后，姐妹合作，在团体追逐赛中为日本
队斩获金牌。“我们在赛场上不仅是姐
妹，也是竞争对手，我们会互相激励，但
也要想着战胜对方。”高木美帆说。

由于疫情原因，这两年，姐俩基本
待在国内。“国外有更强的对手，你的情
绪自然会被激发，这两年，我尽量放平
心态，没有陷入低谷，保持住了状态。”
高木美帆说。

“今天她们的表现都不错，妹妹还
有提升空间，姐姐已经发挥出全部。不
过，她们可是历史上参加过三届冬奥会
的‘速滑姐妹花’，很难超越吧？”日本记
者有小小的得意。

奥运赛场，感动人的不止有英雄惜
英雄的情愫，为国出战、荣辱与共的亲
情一样打动人，高木姐妹就是这样。

上阵“亲姐妹”折戟“冰丝带”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何磊静 罗鑫 李典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遇到谁我
也不怕，跟谁我都可以拼。”中国女冰队长
于柏巍在队伍惜败瑞典队的比赛后说。

首节比赛，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
康木兰在第五分钟攻破对方球门。第
二节，中国队犯规被判点球，瑞典队抓
住机会射中点球，将比分扳平。此后，
场上局面逐渐向瑞典队倾斜，最终，中
国队1:2不敌瑞典队。

“第二节很快丢掉两分后，大家思
想上有些混乱了，我们还是一支年轻的
队伍，没有很快调整过来。”于柏巍说，

“大家就想着尽快把比分扳过来，向着
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结果没有像我们
想的那样。”

中国女冰在冬奥会赛场上展示了
出人意料的拼劲，更是在对阵世界强队

日本队和丹麦队的比赛中反超取胜，得
到了众多球迷的支持，于柏巍对此充满
感恩。

“很开心得到大家认可，我们在场
上也是这么去做的，我们就是很简单地
为国争光，在场上不留遗憾地把每一分
每一秒打好，我们就是想在新一届奥运
会上体现出中国女冰的面貌。”

“中国女冰的精神就是顽强拼搏，
永不放弃。”于柏巍说，“不到最后一秒
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会为
了最后一秒，把整个比赛打得很精彩。”

本场比赛过后，中国队以2胜2负
的成绩完成全部小组赛，晋级八强希望
渺茫。于柏巍表示，队伍的重心都在冬
奥会上，回去后会看比赛录像进行总
结，继续投入训练。

中国女冰队长于柏巍：

为国争光 不留遗憾

7日，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徐铭甫冲过
北京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终点，成为历
史上第一位参加冬奥会滑降比赛并完赛
的中国选手。

历史在这一刻被改写。
赛后，24岁的徐铭甫在回忆自己为

此付出的努力时说：感觉过去两年自己
醒着时，不是在滑雪，就是在练体能。脑
海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参加北京冬
奥会难度最大的滑降比赛。

下午，女子大回转比赛结束后，站在
小海陀高山滑雪赛道旁，中国女子选手
孔凡影还记得当初自己摔得最惨的
那次。

“人都摔到赛道护网外面去了，我害
怕啊。嘴里咬了舌头，出血了。”

“我坐在那里哭，感觉有点委屈。练
这个项目，给自己摔破相了。后来歇一
歇，爬起来又去滑了。”

那次训练异常艰辛，孔凡影没有放
弃。这是中国高山滑雪队为了实现北京

冬奥会高山滑雪全项目参赛目标，过去
四年多努力拼搏的缩影。

据介绍，中国高山滑雪运动员过去
主要参加冬奥会回转和大回转技术型项
目比赛，从来没有在滑降这一速度型较
量中亮相，但曾参加过冬奥会超级大回
转比赛。

中国队领队刘祯说，速度项目是最
难的，一路走来，充满艰辛。“我们竞技人
才少，起步晚，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挑
战，不断进步。我也经常被运动员们的
拼搏奋斗感动，他们确实很不容易。”

欧美选手很少兼练技术和速度型项
目，但中国滑雪队受限于人才稀缺，只能
从技术型项目选拔合适的运动员来练习
速度型项目。

刘祯说：“我们人才紧缺，只能兼项，
这确实很为难我们运动员，但必须要走
这一步。如果不走这一步，就很难迈出
下一步。”

高山滑雪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是高危

项目，无论比赛还是训练经常出现伤
情。刚开始训练时，徐铭甫摔断过肩骨，
他的队友张洋铭摔断过腿。

“高山滑雪是勇敢者的运动，需要极
大的勇气和极强的心理素质。”刘祯说，

“在比赛和训练中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艰苦奋斗，玉汝于成。中国选手终

于实现了参加冬奥会滑降比赛的目标。
7日，徐铭甫结束男子滑降比赛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送他一块签名手
表，表示：中国运动员完成滑降的比赛很
不容易，希望后面的比赛更加努力。

刘祯认为，中国高山滑雪之所以能
取得突破，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
条件。

天时，是基于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
赛目标，国家为运动员训练和比赛提供
完备的保障条件；地利，是在家门口作
战；人和，是所有参与者的团结拼搏，为
了实现参赛目标而心无旁骛地奋斗。这
无疑是最重要的。

北京冬奥会不但为中国高山滑雪实
现突破提供了契机，也为今后持续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刘祯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将为高山滑雪培养大量的后备人才，
北京冬奥会还将为中国留下世界顶级赛
道。这条赛道不但可为中国选手提供训
练场地，而且可以举办世界杯和世界锦
标赛等顶级赛事，创造中国选手和外国
顶尖选手交流的机会。

他表示，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目标之
后，中国高山滑雪选手后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因为他们和国外顶尖选手之间
还存在巨大差距。

但借着北京冬奥会的东风，中国高
山滑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进步，未来前
景光明。

刘祯说：“我们在北京冬奥会赛场取
得了良好开局，坚定了一往无前的信
心。我们要一场一场地干，一场一场地
拼。为了国家荣誉，我们全力以赴！”

事在人为，中国高山滑雪取得历史性突破
□新华社记者 马邦杰 王沁鸥

“00后”运动员王沛宣，8日晚在“雪
游龙”完成了中国女子雪橇选手在冬奥
会历史上的第一项比赛。虽然三轮过后
她在33位完赛选手中排名第29位，未能
晋级最后一轮，但她已经带着三处骨裂
在第三次滑行中滑出了个人在这条赛道
上的最好成绩：1分0秒025。

王沛宣的表现，就像是在深海里打开
一瓶香槟，也许不如绽放在天边的焰火璀
璨，更不如镌刻在功劳簿中的姓名耀眼；
但若干年后，当更多人到达这片海域时，
也许就会重新认知这份曾经的浪漫。

王沛宣从小就在同龄人中展现出了
卓越的运动天赋，11岁时，她入选陕西
省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的标枪队。在当
时主管教练的眼中，她不仅身体素质出
众，而且聪明好学，训练刻苦。2015年，
王沛宣通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女子雪
橇国家集训队。从那时起，代表中国参
加冬奥会雪橇比赛，就成了她的人生奋
斗目标。

2017年，王沛宣摘得全国雪橇锦标
赛金牌。2019年，她又在第十四届全冬
会上赢得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冠军。
2021年，她不仅亮相央视春晚舞台，唱
响了一曲《燃烧的雪花》，还在当年的全
国雪橇锦标赛上赢得团体接力和女子单
人两枚银牌。

“因为陕西现在也有可以训练出发
的场地，夏天也可以展开训练，我们拥有
了更好的训练条件，这两年成绩提高很
快。”王沛宣说。

为登上北京冬奥会的舞台，近年来
王沛宣常年在外征战国际雪橇联合会的
世界杯分站赛，争取奥运积分。

正当她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北京冬
奥会时，2021年底一次比赛中的意外，
造成她左脚脚趾、脚背三处骨裂。“当时
正值国外圣诞节期间，除了冰敷我没有
太好的治疗方法。”王沛宣说。

创造历史的机会就在眼前，尽管还没
有完全恢复，这个坚强的陕西姑娘决定轻

伤不下火线，坚持，坚持，再坚持！她在伤
患处戴上厚厚的护具，继续上赛道练习。

“那样疼痛就能缓解一些。”她说。
2月7日，王沛宣首次参加冬奥会正

式比赛。“真正到了奥运会正赛开始的时
候，我还是有点紧张。毕竟是最大的舞
台了，心里还是会有点压力，因为不管是
老师还是家人，都给了我很多的祝福。”

首次滑行，王沛宣以1分0秒986的
成绩完赛，在34名完赛选手中位列第29
位。两滑过后，王沛宣的排名上升到27
位。“虽然有点小失误，但其实在训练中
也常会有一些磕碰，前两滑的结果我基
本满意。”王沛宣赛后说。

按照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比赛规
则，前三轮滑行过后总成绩排名在前20
名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最后一轮滑行。

第三轮滑行前，王沛宣第27个出
发，出发时，她至少需要一个57秒265
的成绩，才能冲进前20名。这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没有计算自己需要一个怎样的
成绩，其实今天我一点都没有紧张。”她
告诉记者，“出发时我的脚要用力蹬雪橇
的橇头，今天受到伤势影响吧，没有敢像
之前蹬得那么充分，可能如果没有伤的
话，成绩会更好。”

尽管如此，她仍在第三次滑行中滑
出了个人在这条赛道上的最好成绩：1分
0秒025。

谈到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收获，王
沛宣说：“我觉得其实不要把它想得太
多，虽然冬奥会确实是最重要的一项赛
事，但是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就是你越平
静、越冷静，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参加完10日的团体接力比赛后，这
位只有21岁的小将就将进入下一个冬
奥会备赛周期。“中国雪橇选手的整体进
步速度，已经让全世界瞩目。我一定会
在下一个四年的每一天都全力以赴，让
自己在下届奥运会时做得更好一些。”王
沛宣说。

深 海 里 打 开 的 香 槟
——记“00后”王沛宣的冬奥登场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伍鲲鹏 马邦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