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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精彩瞬间

冬奥·时评

我的冬奥故事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张寒 乐文婉 王春燕）中国花样滑冰
男子单人滑选手金博洋10日将迎来
难度更大也分值更高的自由滑比赛，
当记者把网友关于他体力的忧虑摆
上台面，这位中国男单多项历史最佳
战绩创造者笑答：那可太不用担心
了！

“体能不是问题。”金博洋说，“冬
奥会前两周的队内测试赛，两天四套
节目，上午一套下午一套，第二天又
是上午一套下午一套，强度比冬奥会
团体赛加单人滑这四套还要大很
多。”

从去年世锦赛上自由滑重大失
误、最终仅排名第22位，到下半年成
绩回升但表现平淡的亚洲杯公开赛
和一站大奖赛，再加上赛季前患阑尾

炎，虽然没做手术但住院一周，金博
洋的体能被指是他某几场自由滑不
再游刃有余的原因之一。

然而普通人恐怕很难想象一名
高水平运动员在天赋之外能做到多
努力。金博洋告诉记者，他从9月份
开始就一直在按照冬奥会的比赛时
间训练，这种模式之下他还尤其加强
体能训练，“这次冬奥会之前的备赛，
我的能力训练可能是上届冬奥会的
两倍……可能比两倍还要多。”

反复强调体能不是问题的同时，
金博洋也表示“冬奥会跟测试不一
样”，因为压力大且高度投入，他承认
打完团体赛和单人滑短节目后“非常
累”。“我也希望能及时地很好地调
整，在自由滑当中保持住自己的状
态，不留遗憾地去发挥。”

1997年10月出生于哈尔滨的金
博洋少年成名，16岁时夺得世界花
滑大奖赛总决赛青年组冠军。他在
2016、2017年两次获得世锦赛铜牌
（且 2017年同步进入男单“300分俱
乐部”），2018年1月收获四大洲锦标
赛冠军、2月平昌冬奥会上名列第
四，都刷新了中国男单的历史最好成
绩。

10 日，金博洋将出战自由滑。
短节目排名第 11位，这名参加了两
届冬奥会也不过24岁的“老将”凭实
力把男单开赛第一天第一组第五个
出场的不利分组，改写为自由滑中场
浇冰后的第三组第二位出场（自由滑
节目第14顺位），和日本名将羽生结
弦同组。

金博洋说，冬奥会演完三套节

目，接下来精
力和心理状态将
是关键，他希望自
由滑里能首先完成自
己的所有动作，“保持所
有的分数全是‘加、加、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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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如火如
荼，除了场上的运动员，一群穿着橙色背
心、身背医疗背包的滑雪医生同样引人
注目，赛道边他们坚持值守不动如山，救
援时他们争分夺秒迅疾似火，他们是这
片赛场的守护者。

高山滑雪是冬奥会上危险性最高的
项目之一，主赛道全长约3000米，落差约
900米，顶级运动员的滑行速度能达到每
小时 140公里以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场馆副医疗官袁强告诉记者，这项比赛
的受伤率接近15%。事实上在已经结束
的男子滑降、超级大回转和女子大回转
比赛中，已经有不止一名运动员在滑行
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受伤，而每到这样
的紧急时刻，滑雪医生的重要作用就越
发显现。

在2月7日的男子滑降比赛中，德国
选手多米尼克·施魏格尔在高速滑行过
程中身体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赛道
上。守在附近的滑雪医生很快赶到他的
身边，迅速对伤情进行检查处理后，用雪
橇船将他转运到医疗站进行进一步救
治，整个过程历时仅十多分钟。据袁强
介绍，施魏格尔后来被转送至医院，经过
检查治疗后伤势平稳，目前已经回到冬
奥村。

“当运动员受伤后，黄金救援时间是
4分钟。经过裁判长发出‘运动员停止出
发’到‘关闭赛道’的指令后，留给救援人
员的时间也就 1分钟左右。”袁强说，“为
了充分利用好这珍贵的 60秒，我们确定
了细致完善的医疗救援流程。”

袁强告诉记者，以北京积水潭医院

为主体的十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的
高山滑雪医疗队在竞技和竞速赛道周围
共设置了十多个医疗点位，每个点位配
备滑雪医生和救援队员。一旦运动员发
生意外，先由 1名救援队员进场检查伤
情，根据受伤情况，及时呼叫滑雪医生进
行处置。如果伤情较重，救援队员会配
合滑雪医生将伤员用雪橇船转运到运动
员医疗站进行救治。伤情危重时，将联
合直升机快速将伤员转运至医疗站进行
高级生命支持，随后送往定点医院。

除了成熟的医疗救援流程，过硬的
急救技术是滑雪医生在黄金救援时间里
的另一项“武器”。“在雪道上为受伤运动
员进行夹板固定、心肺复苏等操作时，其
手法与在医院或城市保障中有很大差
别。极寒天气下，滑雪医生要贴身携带

药品、针剂等医药器材，以防结冰，还要
妥善解决运动员的失温问题。”滑雪医生
荣绍远说，“为了掌握这些技能我们此前
进行了艰苦的学习和训练。”

冬奥会期间，滑雪医生成了小海陀
山上最忙碌的人群之一。38名滑雪医生
和医疗官日夜辛勤工作，负担起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所有赛场和训练场地的医疗
保障。“几乎每天都有运动员或工作人员
在比赛、训练或工作时受伤。”袁强说，

“30多人要盯着整座山，每天在寒冷的户
外长时间巡逻值守，大家都非常辛苦，但
从来没有人抱怨。”

“就算再累也不能松懈，不管有什么
情况都要保证医疗点位上有人。”滑雪医
生孙旭说，“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守护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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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笔记者 夏亮 参与记者 朱青 李琳海 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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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滑雪生命守护者：不动如山，迅疾似火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马邦杰 夏子麟

金博洋自由滑担心体力？
“更魔鬼的赛程我都过了！”

从苏翊鸣到谷爱凌，
这就是中国青年！
新华社记者

2月9日，挪威选手比尔克·鲁德在比赛中。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

台比赛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挪威选手比尔
克·鲁德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凌空一跃

御雪滑翔

● 2月8日，中国选手金博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 2月7日，中国选手王沛宣在比赛中准备出发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2月9日，美国选手米凯拉·希夫林在比赛中。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回转比

赛在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