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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冬奥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自由
式滑雪金牌得主之一；中国女子
雪上项目第一个冬奥会冠军⋯⋯
谷爱凌梦圆北京冬奥会，闪耀首
钢滑雪大跳台。

参加奥运会，是每一名运动
员的梦想，对于谷爱凌而言，能
够参加在家乡举办的冬奥会更是
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2019
年 6 月 6 日，谷爱凌通过个人社交
媒体宣布“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谷爱凌报到”。

谷爱凌经常被人们称为“北
京姑娘”，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回
答记者提问时，谷爱凌在中英文
之间自由切换。一口地道的北京
话让在场的中国记者感到格外亲
切和自豪。

对于北京的最初记忆，谷爱
凌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第一
次回到中国时是 2 岁，此后每年
夏天都要回北京，我对中国的感
情很深。”

谷爱凌 3 岁的时候第一次接
触滑雪，这得益于她有一个爱滑
雪的母亲。“很快，爱凌的速度就
已经追上并且超过我。”妈妈谷燕
说。

“八岁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
滑雪队，是里面唯一的女孩，我
回 家 对 妈 妈 说 ， 我 想 去 奥 运
会！”对于奥运梦想的起点，谷爱
凌记忆犹新。母亲此时的回应是
——“加油！”

从 2013 年开始连续多年，位
于北京密云的南山滑雪场和顺义
的一处室内滑雪场成为谷爱凌
假期的训练基地。很多“雪
友”与谷爱凌一同训练、
一起成长，也感受到
了 这 位 “ 天 才 少
女 ” 过 人 的 运
动天赋。

曾与谷爱凌一起训练的兼职
滑雪教练崔业成，见证了她从滑
雪爱好者向专业运动员的蜕变。

“经过此后四五年的专业训练，她
的水平真是突飞猛进。”

与专业体育生不同，谷爱凌
不 仅 要 完 成 日 常 滑 雪 比 赛 与 训
练，还要同时完成高中学业。用
她自己的话说，她一直都是高中
生，而且强调是“全职高中生”。

“我是正常到校上学的普通学
生。”谷爱凌说，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她只能在周末或者节假日的
时候去滑雪。谷爱凌曾计算过，
2019 年，她在雪场上的时间，包
括训练和比赛大概只有 65 天，其
他时间都是在学校上课。

在谈到如何平衡学习和滑雪
时，谷爱凌说，秘诀就是专注和
热爱。

“我在滑雪的日子里特别专心
去滑，上课的时候就不想滑雪的
事情，非常专心，这样效率会比
较 高 。 更 重 要 的 一 点 其 实 是 热
爱，每次上雪道我都非常高兴。
有时候我妈妈说，要是不洗碗就
不能去滑雪，我马上就洗了。”

谷燕有时候也会被爱凌这种
专注的精神所震惊。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爱 凌 好 像 把 很 多 问 题
想得特别明白，做一
件事情 ，她很早
就 给 自 己 定
下来，今
天 做
两

小时，明天做两小时，而且一定
能按照计划完成。做完后，她就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去玩。有时
候我们大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专 注 的 精 神 、 傲 人 的 天 赋 ，
让谷爱凌在成为顶尖运动员的道
路 上 ， 也 从 没 落 下 自 己 的 学 业
——高中时期全 A 成绩，提前上
完了高中的课程，2020 年在 SAT

（俗称美国“高考”） 中取得接近
满分的成绩，顺利拿到斯坦福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喜欢滑雪，我就成为了一
名运动员，我喜欢时尚，我就从
事了一项时尚的运动，我喜欢
上 课 ， 我 就 继 续 去 上 大
学。”谷爱凌说，专注就
是要 100%的投入，一
天 做 好 一 件 事 就 够
了。

正如 谷 燕
所 期 待
的 ， 谷
爱 凌
在

夺 得 奥 运 冠 军 后 ， 说 得 最 多 的
一 句 话 就 是 ——“ 我 不 是 要 打
败 别 人 ， 我 是 要 展 示 最 好 的 自
己。”

在本届冬奥会接下来的比
赛中，谷爱凌还将参加坡面
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两个
项目的角逐。人们有理
由期待，已经超越自
己、实现梦想的谷
爱 凌 将 会 给 大 家
带 来 更 大 的 惊
喜。

谷爱凌：展示最好的自己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记者 马锴 董意行 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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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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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的最后分数像是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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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爱凌拒绝了，选择冒
险多转 18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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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冠以后，她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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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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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中国龙”印上天空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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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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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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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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上述比赛规则如何，总裁判
长与视频裁判员再次核实，维持最终
裁决。”声明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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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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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犯规频发

国际滑联驳回韩国队和匈牙利队申诉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姬烨 董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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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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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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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奥组委：

冬奥闭环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2 月 8 日，中国选手金
博洋在比赛中。当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花样滑冰男
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在首都
体育馆举行，金博洋排名第
11位。

（新华社发）

谷爱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