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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 张泽伟 王恒志） 北京冬奥会 9
日将决出 6 枚金牌，中国观众极为关注的短道速滑项目将产生男子

1500 米金牌，已经两金在手的任子威有望收获第三金，追平中国选

手单届冬奥会夺金纪录。

在紧张刺激、意外不断的短道速滑赛场，任子威已经收获混合

团体和男子 1000 米两枚金牌，而 1500 米更是他的强项。如果能平

稳闯过 1／4 决赛和半决赛，他夺金的希望会非常大。当然，任子威

最大的对手依然是韩国和匈牙利选手。

如果能摘得这枚金牌，任子威就将追平前辈王濛 2010 年在温

哥华创造的单届冬奥会揽三金的纪录。

跟任子威一起出战 1500 米的，还有两名中国小将孙龙和张添

翼。另外，9日还将进行女子 1000 米预赛和女子 3000 米接力半决赛

的争夺。

当天，北欧两项将产生首枚金牌。开幕式最后一棒火炬手之一

的赵嘉文将参加个人跳台滑雪标准台／越野滑雪 10 公里的角逐。

虽然不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但作为中国北欧两项冬奥第一人，赵

嘉文的每一步都在书写历史。

书写历史的还将有彭俊越和黄叶波，两人将在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出战双人雪橇。在这个欧美国家的强势项目上，彭俊越和黄叶波

的目标是享受“首秀”、突破自我。

当天另外三枚金牌将在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高山滑雪女子

回转、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中产生。

任子威冲击三金纪录任子威冲击三金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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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8日电）

新华社记者

从苏翊鸣到谷爱凌从苏翊鸣到谷爱凌，，
这就是中国青年这就是中国青年！！

●北京冬奥组委：冬奥闭环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预计新冠阳性病例数将持续下降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祝贺中国选手谷爱凌夺
冠

●瑞典选手摘得越野滑雪女子个人短距离金牌
●男子20公里个人赛法国选手菲永·马耶夺冠
●奥地利名将迈尔卫冕冬奥会男子超级大回转
●德国选手女子单人雪橇三连冠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记者 王恒
志 张泽伟） 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冬奥

会树立“奥运新标杆”的见证，如今“水晶

鞋”又一次见证了历史。中国选手谷爱凌

8 日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最后一跳完

成个人从未完成过的高难动作，摘下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项目冬奥会历史首金。

偏轴转体 1620 度，这个动作谷爱凌此

前还没有在比赛中完成过。最后一跳，这

位 18 岁的天才少女决定不听妈妈的话，挑

战这一难度，因为在她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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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爱凌成功了！94.50 分，这一跳最

终帮助谷爱凌逆转法国名将苔丝·勒德，

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

第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女子雪上项目的

冬奥会历史首金。

心里一直装着“更快、更高、更强”的

谷爱凌也是“更团结”的践行者。当苔丝

在最后一跳失误，跌坐在雪面上掩面痛哭

时，谷爱凌和季军得主、瑞士选手玛蒂尔

德·格雷莫一起来到苔丝身边，安慰这位

去年 1 月刚失去父亲、一心想用雪场上最

好的表现来告慰父亲的法国姑娘。

总想着挑战自己的还有日本花滑名

将羽生结弦。作为两届冬奥会冠军，羽生

结弦是花滑赛场当仁不让的巨星，每次出

现都受到巨大关注。当日的男子单人滑

短节目较量，羽生结弦第一个跳跃动作就

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排在第八位，中国选

手金博洋则暂居第 11 位。不过，和卫冕相

比，更多人希望看到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成

功挑战阿克塞尔四周跳，而他也正是带着

这样的目标来到北京。10 日的男单自由

滑，羽生结弦能否成为在比赛中完成这一

动作的历史第一人，或许是比金牌归属更

令人期待的悬念。

中 国 女 子 冰 球 队 8 日 没 能 等 来“ 奇

迹”，随着瑞典队击败丹麦队，中国队晋级

八强的希望就此破灭。但对世界排名仅

第 20 位的中国队而言，此次冬奥之旅已经

有了长足进步。

获得进步和突破的还有很多中国选

手。在单板滑雪男子平行大回转比赛中，

首位参加这一项目的中国运动员毕野排

在资格赛 22 位；张洋铭以 1 分 29 秒 39 的

成绩完成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

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参加冬奥会该项目比

赛并成功完赛；“00 后”王沛宣在“雪游龙”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完成了中国女子雪橇

选手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项比赛……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连续第四个比

赛日有奥运纪录被刷新。这次是尘封 20
年之久的速度滑冰男子 1500 米纪录，三分

钟内 ，这一项目的奥运纪录被刷新了两

次。最终，世界纪录保持者、荷兰人凯·努

伊斯以 1 分 43 秒 21 的成绩夺冠，成为双料

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宁忠岩名列第七，

他赛后坦言自己心理压力有点大，没能发

挥正常水平。

在单板滑雪赛场，捷克选手埃丝特·

莱德茨卡继续创造“跨项参赛”历史。四

年前她同时获得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和

高山滑雪超级大回转两项冠军，8 日她卫

冕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金牌，11 日将

再度挑战双板女子超级大回转项目。

冰壶赛场，意大利队一“黑”到底，8：5
击败挪威队，以全胜战绩获得混双冠军，

这也是意大利队首次赢得冬奥会冰壶金

牌。

当日共产生 10 枚金牌，奥地利选手独

得两金，中国、意大利、捷克、瑞典、法国、

挪威、荷兰和德国各得一金。奖牌榜上瑞

典队 4 金 1 银 1 铜领跑，中国队 3 金 2 银排

名第三。9日将产生 6枚金牌。

谷爱凌惊天逆转谷爱凌惊天逆转 羽生结弦初战不利羽生结弦初战不利

2月8日，丹麦队球员尼科利娜·延森（左）在比赛中同瑞典队球员索菲·
伦丁拼抢。当日，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女子冰球小
组赛中，瑞典队对阵丹麦队。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2月7日，意大利选手安德烈娅·沃特在比赛中。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女子单人
雪橇比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2月8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中。
当日，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瑞典 4 1 1 6
荷兰 3 3 1 7
中国 3 2 0 5
德国 3 2 0 5
挪威 3 1 4 8
意大利 2 4 1 7
俄罗斯奥委会 2 3 5 10
奥地利 2 3 2 7
斯洛文尼亚 2 1 2 5
法国 1 4 0 5

（截止前十位）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北京冬奥会2月8日奖牌统计

2月8日，中国选手闫星元在比赛中射击。闫星元获得第39名。
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季两项男子20公里个人赛在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举行。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