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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赛场，摘金夺银

8日上午，在碧空如洗的北京石景
山，首钢滑雪大跳台格外“吸睛”——中
国运动员谷爱凌将要登场了。

前两跳，谷爱凌分别完成偏轴转体
两周1440动作、偏轴转体两周1080动
作，而倒数第二位出场的法国名将苔丝
则连放“大招”，占据上风。

竞技体育的魅力也许就在于，悬念
总能在最后一秒结束时揭晓。最后一
跳，谷爱凌尝试转体1620，这是目前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女选手能做出的最高
难度动作，而这一次“绝地反击”，最终
决定了冠军归属。

逆转取胜，跌宕起伏。这名“00”后
夺得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奥
会历史首金、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雪
上项目首金，同时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
目在冬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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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爱凌说。

就在前一天，张家口赛区崇礼云顶
滑雪公园迎来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在“雪长城”赛道的最后一段跳
台区，首战冬奥的17岁小将苏翊鸣冲天
而起，稳稳落地，以全场第一个1800动
作拿下银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北京
冬奥会首枚雪上项目奖牌，也是中国单
板滑雪首枚冬奥会男子项目奖牌。

在此前的资格赛上，苏翊鸣作为30
名选手中最年轻的运动员，在首轮倒数
第三位出场，他在道具区空翻下屋檐，
随后流畅地进入跳台区，惊艳完成1440
接内转1260接 1620的高难度动作组
合，成为首个晋级冬奥会单板坡障决赛
的中国运动员。

时代滚滚向前，如今，“00”后们也
站上了国际大舞台，在历史书上“挥毫
泼墨”。

“00后”中国运动员书写奥运
驭雪而驰、跃向蓝天、翻转两周、转体1620……3秒钟后，稳稳落地，雪板激起的雪沫划破全场紧张的寂静，中国选手谷爱

凌大声尖叫，双手抱头，掩面而泣。2003年出生的她，用从未做出的超高难度动作成功挑战第三跳，上演超级大逆转，在8日举
行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摘得桂冠。

在这场冰雪盛宴中，像谷爱凌一样的中国“00后”冬奥健儿们，脚踩冰刀雪板，驰骋冰雪赛场，演绎出冰天雪地里炙热的青
春力量。截至8日，本届冬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斩获3金2银，其中，“00后”运动员贡献了1金2银。

青春与冬奥碰撞出人生新体验

曾几何时，李文龙没有想过，北京
冬奥会开幕的这一天恰巧是他的21岁
生日，他更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还将
迎来自己的奥运首秀。2019年，李文
龙进入中国短道速滑队，奥运梦想照入
现实。

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资格赛5日
打响，李文龙顶着巨大压力，与实力强
劲的韩国选手黄大宪同场竞技，并顺利
晋级1／4决赛。他人生的赛道上，自
此多了一次全新体验。

人生难得几回搏。李文龙在决赛
中拼尽全力，把日夜训练的汗水，最终
化为首次冬奥亮相中的一枚银牌。

“从比赛经验到临场应变能力，再
到战术的执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在
北京冬奥会的舞台上，李文龙收获了体
验，也增长了经验。

跳台滑雪项目在中国起步较晚，但
近年来发展迅速。本次冬奥会上，中国
跳台滑雪队的参赛人数和项目数均创
历史纪录，其中就有彭清玥和宋祺武两
位“00后”选手。

2月7日晚，彭清玥和宋祺武与队
友参加跳台滑雪混合团体标准台的比
赛，虽最终无缘决赛轮，但对于分别只
有17岁和20岁的两位小将来说，尽全
力完成首次奥运之旅便是胜利。

彭清玥和宋祺武通过跨界跨项选
拔进入跳台滑雪队，接触跳台滑雪都只
有三四年的时间，从田径场到站上超过
百米的高台，两位“00后”刷新起点，不
断适应调整，也期盼着蓄力腾飞。

宋祺武在赛前试跳时落地摔倒，但

仍坚持完成比赛。“落地时摔了一下，有
一点头晕，但是感觉还好。对于跳台滑
雪来说，摔倒是家常便饭。第一次参加
冬奥会，也是向世界顶尖选手学习的机
会。从田径转项跳台滑雪，为自己的运
动生涯带来了新的机遇，希望未来能飞
得更远。”宋祺武说。

体育，因热爱而“双向奔赴”。即便
对于“久经雪场”的“滑雪深度爱好者”
苏翊鸣来说，北京冬奥会也是一次崭新
的体验。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赛道“雪长城”独具魅力，“中国风”的城
墙与屋檐颇有古意。“道具的造型特别
有特点，对我们滑手来说，在房顶完成
自己喜欢的动作，是特别大的一个乐
趣，十分享受这个比赛过程。”

中国青春力量上演奥运精彩

冰天雪地里飘扬的每一次呐喊
声，都以另一种方式激励着“00后”运
动员们，而赞美声更是对中国青春力
量的鼓舞。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
赛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到场观
赛。谷爱凌夺冠后，巴赫亲自送上祝
贺。“谷爱凌是令人赞叹的，其他两位
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也是。这是一场惊
险刺激、让人难以呼吸的比赛。”

“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冬奥会比赛
中，谷爱凌站上了冠军领奖台，我可以
想象到在最后一跳时，谷爱凌一定在
想，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她从来没有做
出的动作。我觉得在场所有观众应该
都感觉到，这是一场多么精彩的比
赛。”巴赫补充说。

飞扬的雪沫，旋起的冰屑，中国
“00后”健儿们鏖战赛场，用拼搏展现
青春力量。无论是否摘得奖牌，他们
站上赛场的那一刻，每一滴带着热气

的泪水与汗水，都显得格外温柔，只要
让青春的风采在赛场上空飘扬，小将
们就已经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作为中国首位入围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大跳台比赛的男子运动员，何金
博在7日的资格赛第三跳中，完成两
周偏轴转体1800，这是他目前做过的
最高难度动作，也是他第二次在世界
大赛中完成该动作。但遗憾的是，最
终排名第27的他就此止步。

“这是我完成质量最好的一次。”
17岁的何金博赛后说，“我是抱着一
种学习的态度来的，我的职业生涯才
刚刚开始，这是我的起点。”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完成首次
奥运亮相的彭清玥说：“我想对4年后
的自己说，2022年的我已经成功了，
希望4年后的自己越来越好。非常荣
幸能够代表中国参赛，未来要继续练
好基本功，争取多参加几届冬奥会，为
国争光。”

即便已有银牌入账，北京冬奥会
也只是李文龙的一个起点。“我很激
动，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也
是对我的鼓励。我还要继续拼下去，
把奖牌的颜色换成金色。”

致向青春的呐喊声，总朝着拼搏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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