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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精彩瞬间

翩翩起舞

2月15日，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卡米拉·瓦利耶娃
在比赛中。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
短节目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 摄

2月16日，挪威选手亨里克·克里斯托弗森在比
赛中。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回转项
目比赛在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 摄

雪中滑行

冬奥·时评

透过“冰墩墩”，
感受可爱的中国

新华社记者 高文成

《“我必须有一个！”吉祥物商品受到争抢》《从领
奖台到观众看台，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无处不
在》……英国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外媒近
日不约而同报道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走
红。“冰墩墩”不仅在国内引爆购买热潮，导致“一墩难
求”，也打动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心，成为海外朋友关注
冬奥、感知中国的最新纽带。

“冰墩墩”何以“征服”世界？“‘冰墩墩’可爱幽默，
充满了正能量”“‘冰墩墩’看起来就像一只大熊猫刚刚
在雪地里打过滚，看起来十分有趣”……包括国际奥委
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等海内外人士如此表示。

“冰墩墩”的设计将憨态可掬的中国“国宝”大熊
猫形象与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
代科技的特点。它将活泼与敦厚融为一体，令人感受
到纯洁和力量，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坚韧的意志和鼓
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了拥抱创新和未来等时
代价值。“冰墩墩”身上展现的美好品质，引起了中外
共通的情感共鸣。

“冰墩墩”以体现中国美学的造型设计赢得人心，展
现的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是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雪容融”，整个北京冬奥会在诸多场合展现出
的中国文化风采，都给海内外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从开
幕式上诗画交融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充满中国美学意
趣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场景，到冬奥会会徽、奖牌、场
馆等系列设计，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拥抱
时代的创新精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雅致
与亲和，在润物无声中呈现在世界面前。

“冰墩墩”走红的背后，是一个给世界带来信心
和鼓舞的中国。在疫情挑战下，中国如期献上一场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选手们得以尽情绽放运动
风采，各国体育迷们可以尽情分享观赛欢乐。在疫情
的阴霾下，这样的欢乐已经久违。“冰墩墩”走红的背
后，是一个促进世界和谐与团结的中国。美国运动员
特莎·莫德为冬奥志愿者们的热心而感动落泪，很多
运动员说“非常享受和感谢在中国遇到的一切”。无
论是举办北京冬奥会，还是携手各方抗疫，中国始终
如一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始终致力于共同进步。

可爱的“冰墩墩”，是可爱中国的一个缩影。通
过冬奥会，世界各国愈发感受到一个传统与现代水乳
交融的中国，一个自立自强同时又热情拥抱世界的中
国，一个更加坚定自信、从容大气的中国。衷心希望，
以冬奥会为契机，更多的外国朋友走近中国，感知真
实中国，增进彼此了解，携手迈向未来。

我的冬奥故事

跳台滑雪混合团体的赛前试跳中，
20岁的中国小将宋祺武在落地时不慎
摔倒。小伙子缓缓起身，拍掉了身上的
雪，对着镜头露出一个“我没事”的表
情，扛着雪板去准备之后的正赛。

这一幕，是新人当家的中国跳台滑
雪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缩影：蹒跚起步
后，想飞得更远。

2019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后组队
成型的中国队，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上的
参赛人数和项目数均创历史纪录，已经
是个不小的惊喜。此次参赛的3名冬奥
新兵，17岁的彭清玥和 20岁的宋祺武

接触跳台滑雪将满3年，25岁的董冰虽
然有冰雪底子，但入队前她并无国际比
赛经验。

成绩上看，中国队此番在参赛的小
项里没能突破资格赛或正赛首轮，站在
奥运会这样的顶级舞台上，中国“雏鹰”
明显羽翼未丰。

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训练五部
部长、跳台滑雪领队许高航介绍说：“我
们的运动员从技术上和心态上都不稳
定，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次比
赛充分暴露了这样的问题。”

“宋祺武在这样的风况条件下训

练时能跳到 120米以上，但这次连 100
米都困难。这体现出运动员在技术和
心态上的不稳定。心态的变化，导致
起跳动作的变形，技术好像完全变了
一个人。这个项目就是这样，你越着
急你的技术波动会越大，技术波动又
反过来影响你的心态，尤其对年轻
人。”

3人之中董冰的成绩有些可惜，她
在女子个人标准台第一轮比赛中位列
第 31，距离晋级决赛轮仅差一个名次。

“她当时那一跳有些失误，所以比完她
也不甘心，自己看到了问题，看到了进

步的空间。”
许高航表示：“我们要总结和学习

的东西真的很多，我们整个工作团队
是 2021赛季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在
比赛中认识、学习这个项目的规律和
特点。我们确实底子薄，借助于国家
这几年给予的大力支持，从零开始，取
得了一定的进步。目前，我们在硬件
上，拥有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
基地，和过去相比已经是“鸟枪换
炮”。如何扩充人才储备，建立自己的
训练体系，对项目的发展将是更大的
挑战。”

当最后出场的美国队名将阿什莉·
考德威尔落地时出现明显失误，在等待
区的徐梦桃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能超
过她了！

她双手指天，拿下雪镜时，泪水已经
模糊了双眼。考德威尔第一时间上前拥
抱祝贺：“桃桃，你是奥运冠军！”

四届冬奥会，12年的漫长等待，曾
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吗？徐
梦桃似乎还是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我是第一吗？”她大声呐喊着。
“我是第一吗？”声音已经变得歇斯

底里起来。
披上国旗，朝着跳台的方向，她跪倒

在雪地里。起身，她已情不能自已，一声
声呐喊，响彻云顶滑雪公园的上空。

“我在自己家门口赢啦！”
是的，徐梦桃赢了，那个因为热爱而

坚持，因为梦想而坚定的徐梦桃赢了！
她实现了中国女子空中技巧队在冬奥会
上金牌“零”的突破。

美人叹迟暮，英雄叹白头。赛场上，
老将们未能功成身退的情节，往往最让
人“意难平”。几天前混合团体颁奖仪式
上的一幕，让人瞬间破防。

颁奖台上，徐梦桃迫不及待地将奖
牌挂在脖子上。随后，她低头瞥了一眼
奖牌，又迅速收回目光。

不甘心，她又双手拿起奖牌端详。
拿起，放下，再拿起，再放下……

直到第五次，徐梦桃似乎才终于说
服自己，奖牌是银色的。眼泪不争气地
奔涌而出。然而，就在她擦拭双眼的间
隙，余光还是忍不住又瞟向了奖牌。所
有经意不经意的动作，道尽了四届冬奥
会未能登上最高领奖台的不甘与遗憾。

在现场所有人和镜头的注视下，她
用了十几秒来反反复复确认奖牌的颜
色，而这一路走来，她跌跌撞撞，花了十
二年。

温哥华冬奥会，初出茅庐的徐梦桃
摔倒后，擦干泪水坚定地大声说：“四年
后我会更好，我会来拼金牌。”

索契冬奥会，久经沙场的她最后一
跳出现失误，还扭伤了左臂，好在最终拿
到银牌。“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
时候就是银牌，但是我后来拿金牌了。”
走下领奖台的徐梦桃已经开始憧憬四年
后。

平昌冬奥会，如日中天的她再次在
落地时摔倒。“我不想哭，我尽力了，我真
的想拼这块金牌。”转过身，她还是泪流
满面。

取出膝盖里治伤留下的钢钉，她选
择重拾心情，再出发。她在社交媒体上

写道：“三届冬奥会我都是那个‘拼’金牌
的姑娘，为祖国拼金牌是使命也是荣
誉！付出再多汗水泪水都值得，没有放
豪言，只有出征的决心！不想退役，梦想
依然在，不甘心也不放弃。”

来北京冬奥会之前，她刚拿到了个
人第27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就此成为
该项目的世界杯历史第一人。本赛季世
界杯仅有的两站混合团体比赛，她所领
衔的中国队最后全部夺冠。这一次，在
家门口，她的目标就是将自己荣誉簿上
最后的空缺给填上。

新增的混合团体比赛，她志在必
得。在中国队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决
赛第二轮后，她跳出了堪称完美的一跳，
但这一次失误的换成了随后出场的队友
贾宗洋。“当他落地的那一刻，我的心有
点凉了，但真的也就两秒钟，我迅速调整
了自己，给了他一个拥抱。”队友此刻心
里有多难受，她比谁都了解。

她笑着拥抱贾宗洋，在赛后新闻发
布会上安慰替她惋惜的记者：“银牌也可
以拿到‘冰墩墩’。”看似云淡风轻，但内
心早已波澜起伏。

从19岁到31岁，无论面对伤病还是
低谷，她从未改变初心、降低目标。“过去
的二十年，我只做对了一件事——因热
爱而坚持，因梦想而坚定。”四战冬奥会
前夕，她写下这样的语句来勉励自己。

但竞技体育的残酷在于，付出和坚
持往往并不能直接导向金牌。对此她心
知肚明：“尽全力，听天命，我就是把自己
最好的技术和表现力展现在赛场上。”

所以当她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
感动自己，依然无法改变奖牌颜色的时
候，她瞬间五味杂陈，泪如雨下。

“姑娘之所以还努力，是因为欠自己
一个幸福的模样。”外号“桃小棒”的她曾
经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现在，姑娘终
于不欠自己了。

“感谢徐梦桃，你可以走出那一段比
较低谷的日子，继续前行。我选择了梦
想，选择了热爱，选择了继续从事这样充
满魅力、充满挑战，又非常辛苦的一个项
目。感谢这四年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地走到了今天。”夺冠之后，她
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对四年前一度想要
放弃的自己“告白”。

“梦里遇陶公，笑看红尘事”，这是徐
梦桃名字的来源典故，家人希望她的人
生可以永远无忧无虑。如今，已经完成

“全满贯”的她终于可以让家人如愿了。
“现在特别好，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

时间可以去陪伴他们。”看到千里之外父
母录制的祝贺视频时，她再次流泪了。

苏翊鸣：

少年壮气，奋烈有时
新华社记者 高萌 赵建通 董意行 马锴

横扫意难平，
“桃桃”哭吧！

新华社记者 夏亮 朱青 陈地 李琳海

羽翼未丰 中国跳台“雏鹰”在蹒跚起步中成长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李春宇

王伟霞（610624198010230023）于 2022
年2月6日下午1点不慎将身份证丢失，自丢
失后出现的任何网贷、抵押贷款、账号注册等
违法、违纪行为均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王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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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下午，北京冬奥会单板滑
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全场观众都在期
待着一位17岁少年的冠军之跃。

几分钟前，挪威选手蒙斯·勒伊
斯韦兰刚刚完成最后一跳，尽管表现
不错，但中国小将苏翊鸣仍然凭借
10.75分的优势锁定了奥运金牌。

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只剩最后
一跃，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他会不
会放出1980的大招？

与此同时，出发区的苏翊鸣也意
识到了自己已经夺冠。他整理好情
绪，双手抹了一下脸，怒吼一声，冲了
出去。

腾空，旋转，落地。用场外解说
张嘉豪的话来说，“做了一个非常大
的外转360！”

这是本场难度系数最低的动
作。然而这一切早已被欢乐、激动、
兴奋淹没了。

“当时在出发台上非常激动，和
我的教练抱在一起，状态沉浸于金牌
的喜悦。当我知道自己得到冠军的
时候，我也控制不了自己，在那个状
态下我只想享受那个瞬间。”他说。

比赛日过后的第三天，就是苏翊
鸣的18岁生日。

“我从小就喜欢雪，四岁那年第
一次接触单板，我就知道，这项运动
带给我的快乐和其他的都不一样。”

“今天太特殊了，感谢大家。我
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我一直在幻想着
自己能在 18岁之前获得这块金牌，
把它当成自己的18岁礼物。”

鲜衣怒马少年时，那是属于苏翊
鸣的一刻，也是属于佐藤的一刻。

撞拳、拥抱，这几乎是每次出发
前，苏翊鸣和教练佐藤康弘都会做的
一套固定动作。

“他会拥抱我，给我加油打气，也
是对我表达一种信任。我也是，每次
跟他拥抱都会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力
量，那是他带给我的力量，会帮助我
在赛道上有更多信心。”

苏翊鸣在14岁那年决定成为一
名职业单板滑手，也是在那一年，他遇
到了一位改变自己人生的教练——佐
藤康弘。

“我很小的时候就仰慕佐藤老
师，但当时我还没有决定要成为一名

职业滑手。后来，我们只用了很短的
时间去磨合。”

可能是某种命运般的相遇，也或
许是滑手之间的惺惺相惜，苏翊鸣与
佐藤教练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
的信任：“我们甚至不用说太多话，就
能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

为了更好地提高成绩，也为了争
取到奥运会的入场券，这三年多的时
间里，佐藤陪着苏翊鸣满世界跑。无
论训练还是比赛，每一次他们都会用
自己的方式为对方打气。从新西兰
到日本，从落基山脉到阿尔卑斯，一
深一浅两道雪板留下的印迹，就这样
带着他们走上了最高领奖台。

“今天的成绩不仅仅是对我，对
他（佐藤）来说应该也是非常特殊的
瞬间，这块金牌见证了我们俩一起度
过的时间。”

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
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苏翊鸣飞身冲
向胜利之后，现场大屏的镜头再次切
回了出发区。

佐藤康弘一个人站在48米高的
出发台上，远远望着尽情享受欢呼与
掌声的苏翊鸣，热泪盈眶，双手合十
指向了天空。

4岁走上雪场，7岁意外受伤，14
岁决定成为职业运动员……无数身
影叠加成了今天的苏翊鸣——“感激
自己小时候能有梦想。只要有梦想，
我就会为之努力，我会为它付出全
部。”

恐怕没有人能料到，当初那个爱
玩雪的东北小男孩，如今真的能站在
冬奥会的最高领奖台上；也同样没有
人能猜到，眼前这个少年会去向何
方。

“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今天完
成了最大的梦想，未来也会有更多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