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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赵
建通 高 萌 董意行）当所有人都以
为，谷爱凌最后一跳要拿出熟悉的动
作，与瑞士人玛蒂尔德·格雷莫争夺一
枚银牌时，她却选择挑战此前从未做
出的超高难度动作，并成功反超了一
路领先的法国人苔丝·勒德。

苔丝第三跳失误，谷爱凌获得冠
军，全场观众沸腾了！

8日，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北京
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
中，谷爱凌第三跳挑战从未做出的超
高难度动作成功，上演超级大逆转，奇
迹般夺冠。

谷爱凌拿到的这枚金牌意义非
凡！这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的冬
奥会历史首金，是北京冬奥会中国代
表团雪上项目首金，也是中国女子雪
上项目在冬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谷爱凌的三跳，逆转取胜，跌宕起
伏，惊心动魄！

第一跳，谷爱凌做出偏轴转体两
周 1440 度动作，稳稳落地后，得到
93.75分。倒数第二位出场的法国名将
苔丝，直接放出赛前不愿多说的“秘密
大招”——偏轴转体两周 1620度，这
是目前女子大跳台比赛中的最高难度
动作。苔丝凭借“独门绝技”拿到94.50
分后暂列第一。

第二跳，谷爱凌选择了一个难度
相对低的偏轴转体两周1080度动作，
获得 88.5分。前两跳不错的成绩为她
第三跳“放手一搏”留下了机会。

苔丝的第二跳挑战倒滑偏轴转体
两周 1440度成功，拿到 93分。两跳总
分187.50分，苔丝强势领先。

第三跳，全场观众屏住呼吸，静待
谷爱凌出场！

偏轴转体两周 1620度，落地后，
谷爱凌掩面而泣！

94.50分，最后一跳反超，综合最
佳两跳得分，谷爱凌以总分 188.25分
逆袭夺冠！

谷爱凌说：“第三跳出发前，我知
道冲一下自己从没做出的动作，有可
能夺得金牌，我决定放手一搏。”

赛后，获得铜牌的格雷莫和谷爱凌
过去安慰遗憾获得第二名的苔丝。谷爱
凌说：“我们三个最后一起感受了这些复
杂的情绪。我今天能够获胜，是她们激励
了我，我很感谢她们。我们一起做到了！”

格雷莫说：“谷爱凌和苔丝之间的
竞争非常激烈，也非常鼓舞人心，我向
她们表示敬佩。”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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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历史！谷爱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奇迹逆转夺冠

新华社记者赵建通

决赛的最后一跳，谷爱凌没有
听妈妈的话。

1440度的动作，拿手，已经成功
过若干次，发挥好可以拿到银牌；
1620度，极难，自己从未在正式比赛
中跳过，但是可以拼一拼冲击最高领
奖台。

2月 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
雪女子大跳台项目的决赛。在站上
第三跳的出发区之前，妈妈给谷爱
凌打电话，劝她选择 1440度的比赛
方案。

谷爱凌拒绝了，选择冒险多转
180度。

命运给予这个小女孩的东西
太多了，包括这选择多转 180 度的
勇气。

夺冠以后，她如此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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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18岁的女孩，在比赛的关
键时刻，原来是这样思考并且做出
抉择的。

在度过了我短暂的记者生涯最为
紧张的一个上午后，我明白了为什么谷

爱凌能够成为北京冬奥会的“顶流”。
作为这次冬奥会负责大跳台项

目的记者之一，进入闭环的工作状态
后，我在脑海里无数次设想过这场比
赛的结果，我想象过谷爱凌会赢，毕
竟在冬奥会开始前的这个雪季里，她
在36天内拿到了6个自由式滑雪世
界大赛的冠军。但是从来没想到，这
一天她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赢。

早上比赛开始前，由于谷爱凌
的参赛，中外记者们争相前往报道，
导致去往石景山首钢园的媒体大巴
拥挤不堪。

谷爱凌的表现也确实回报了众

多媒体们的关注。不仅仅是创造历史
夺冠的成绩，赛后从走出场地开始，
先是接受 12家持权转播商的采访，
然后混合采访区各大通讯社以及几
十家其他媒体的采访，再到超过 20
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谷爱凌耐心回答
了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从容、
大方、自信，始终面带微笑。

谷爱凌的下一站比赛地点是在
张家口的云顶滑雪公园。夺金概率
更高的坡面障碍技巧、U型场地的
比赛，在等待着她，等待着这个敢于
坚持自己的想法、选择多转180度的
谷爱凌。（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她为什么要选择多转180度？
记者手记

2月8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丁 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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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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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马邦杰 王沁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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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记者：刘扬涛 卢羡婷 夏
子麟）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8日电）

事在人为
中国高山滑雪
取得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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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谷爱凌的家人和
朋友，从她训练、学习和生活的点滴片
段中展示一个“天才少女”的成长之路。

“我要代表中国参加
北京冬奥会”

2015年 7月 31日，北京携手张
家口获得 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正
值暑假的谷爱凌回到北京，加入了
当天欢庆的人群。

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李晓鸣回忆，“当天有人问谷爱
凌，‘以后想不想参加冬奥会？’11岁
的谷爱凌坚定地表示，她希望能够
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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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过年期间，最近饺子吃
得挺多的，北京烤鸭还没吃到。”谷
爱凌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风趣地说，

“说着说着，我都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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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记得住在
我们那个楼里3层和7层的朋友，每一年
暑假都要和他们一起去楼下玩游戏。”

将来，她定然是前途
无量的“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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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不减速，特别享
受速度的感觉，不像我们成年人，有
时候担心危险或者想多滑一会，还
会控制一下，但是爱凌一直在加速，
一路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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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接触自由式

滑雪的“雪友”，北京南山滑雪场董
事长卢建从谷爱凌身上看到了无穷
的潜力。2013年的暑假，卢建带着谷
爱凌接触了索道滑水、SUP浆板等4
项水上板类运动，并在室内滑雪场
一同切磋自由式滑雪技巧。卢建当
时就感慨：“平地前空翻、后空翻、侧
空翻如跳绳一般轻松，太灵巧了，她
将来定然是前途无量的自由式滑雪

‘大PRO’（大神）。”
“第一次见到爱凌，她的技术动

作还和普通孩子一样，当时能做的
最高难度的动作就是 360 度翻转，
但是她特别愿意挑战更多高难度动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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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爱凌的平衡能力特别突出，
她学东西特别快，可以迅速明白要
领。因为平时她要上课，只有周末可
以练一练，学过的动作，隔了一周还
能捡起来。”纪录片电影《冰雪烟火》
总导演顾筠向记者讲述了她跟拍谷
爱凌时的印象，“比别人稍微多练一
练，她就出成绩，进步特别快。”

“不仅是在滑雪项目上，在其他

运动方面，谷爱凌也展现出高人一
等的运动天赋。”卢建的夫人徐一宁
说，“我们曾接触过爱凌小时候的网
球教练，他曾说，‘要是爱凌练网球，
将来也一定能成为世界级选手’！”

“秘诀就是专注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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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种上‘网课’，或者单
独找老师上‘一对一’文化课的学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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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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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打败别人，
我是要展示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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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创造历史的最后一跳
前，谷爱凌暂时排在第三位。“当时
我跟妈妈进行了连线，她建议我做
一个相对有把握的动作，这样可以
去争取一枚银牌。我则对她说，我的
目标是展示自己，我要挑战一下。”

谷爱凌决定放手一搏，最终成
功完成了从未在正式比赛中跳出过
的转体1620度的动作。

“也许大家不相信，最后一跳出
发前，我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我
没有压力。”谷爱凌说，我就是想打
破自己的界限、展现我们的实力和
精神。

在导演顾筠看来，谷爱凌展现
出了强大的抗压能力。“我一直在看
决赛，能把之前比赛从来没有做过
的动作发挥得这么淋漓尽致，这个
孩子真是太棒了。”

和所有运动员一样，谷爱凌也
受到过伤病的困扰。2021-2022 赛
季，在奥地利施图拜的坡面障碍技
巧世界杯赛前的一次训练中，谷爱
凌意外摔倒受伤。

“当时离比赛已经很近了，爱凌
自己特别着急。其实，她特别想在这
次比赛里和高水平的运动员们比划
比划，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放弃
了这站比赛。”谷燕说，接下来的世
界杯赛程，谷爱凌连战连捷，并把火
热的状态延续到了北京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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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笔记者：孔祥鑫 参与记者：
李德欣 邰思聪 肖亚卓 汪 涌
董意行 高 萌 赵建通 马 锴）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冬奥冠军谷爱凌的成长之路

“除了天赋，还有热爱”

2月8日，工人在特许生产商的车间里包装“冰墩墩”。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日引爆购买潮，导致“一墩难求”。位于江苏

省启东市的一家特许生产商加紧开工生产，保障冬奥会特许商品的供应，努力
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特许生产商加紧生产“冰墩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