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连官兵顶着凛冽寒风在巡逻路上艰难前行。 赵永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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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万家团圆日 横戈待旦时
—新春佳节一组来自基层部队战备一线的影像

新春佳节，千家万户团圆，共享欢乐时
光。当人们沉浸在安宁祥和的气氛中时，
广大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无怨无悔地
坚守在战位上，遥望千里万里之外的故乡，
把对亲人的牵挂与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节日也是战备日。官兵们枕戈待旦，时刻
保持箭在弦上的战斗状态，默默守卫着祖
国和人民的安宁。他们在冰天雪地巡逻执
勤，他们在浩瀚大洋劈波斩浪，他们在大漠
戈壁风餐露宿……万家团圆日，官兵责任
重。全军将士以实际行动向祖国贺岁，发
出铿锵誓言：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时刻
准备着！

—编 者

蜜北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在-20℃
的严寒中展开装备快速撤收训练，提升

部队恶劣气候条件下快走快打能力。

杨 盼摄

蜜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实战化飞行训练，进一步强化官兵战
备意识，着力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唐 俊摄

蜜北海舰队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复杂气象、复杂电磁环境下的
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海上立体攻防能力。 邹向民摄

蜜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应急战备拉动演练，强化官兵战备意
识，提升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王 健摄

蜜火箭军某导弹旅组织发射单元实战化演练，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
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陈 平摄

蜜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官兵全力以赴守卫平安春运，护卫旅客安全出
行。 安晓惠摄

站在领奖台上，戴着近视眼镜的 17
岁小女孩李靳宇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反
复抚弄着手中的吉祥物。

是的，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开幕
前“压哨”闯进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名单的小丫头，竟然在今晚的决赛
上来了次大爆发——

2月 17日，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
子 1500 米决赛在江陵冰上运动场举
行。半决赛中，因成绩不佳，两届奥运
会冠军周洋无缘A组决赛，提前退出冠
军争夺。而年仅 17岁的小将李靳宇却
意外杀进A组决赛，并在众多高手中突
出重围，以 2分 25秒 703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再夺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短道速
滑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枚奖牌。

这个戴着近视眼镜、比别人矮了一
截的黑龙江女孩被教练昵称为“小宇
宙”，今晚在韩国平昌“真的爆发了”。

2001年出生的李靳宇，7岁开始短
道速滑训练，因为天赋过人，成绩提高
非常快。2016 年第 13 届全国冬运会，
她首次走进公众视野就一鸣惊人。

当时，冬运会规定 16 至 18 岁选手
可以参加青年组比赛，但是不到 15岁的
李靳宇不符合此规定，只能选择参加成
人组比赛。这一“跳级”，成就了一次经
典之战，她有机会与范可新、周洋等众
多名将一较高下。决赛中，当名将范可
新以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冲过女子 1500
米短道速滑的终点时，谁也没想到，紧
跟着她冲线的就是当时还不满 15岁的

李靳宇。
“她训练时特别不服输，一般都是

和男孩子一起拼，只要你把她过了，她
一定给你超回来。”曾经带过李靳宇的
一名教练回忆说，训练场上她有股特殊
的“狠劲儿”。

虽然只有 17岁，但李靳宇在今晚比
赛中展示出了超高的战术素养，能在夹
缝中觅得冲刺良机，反超对手，颇具大

将风范。最近饱受压力的主帅李琰在
赛后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奇兵”李靳
宇，不停地说：“孩子，你太棒了！”

对于小师妹李靳宇，奥运冠军周洋也
不吝赞美之词：“在她身上看到了原来的
自己，她是中国短道速滑队未来的希望！”

（本报韩国江陵2月17日电）

上图：2月17日，中国选手李靳宇

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小宇宙”大爆发
——目击李靳宇勇夺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银牌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尽管没能站上平昌冬奥会的领奖
台，中国花样滑冰男单小将金博洋今天
还是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在花滑男子单人滑比赛中，金博洋
最终以 297.77 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是中
国花样滑冰男单运动员在冬奥会历史上
取得的最好成绩。

参加平昌冬奥会花滑男单比赛的高
手云集，竞争激烈。既有被中国体育代
表团寄予厚望的金博洋，也有卫冕冠军
羽生结弦、西班牙名将费尔南德兹和日
本高手宇野昌磨。

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奥运赛场，但不
满 21周岁的金博洋却显得十分沉稳老
练，在短节目和自由滑两套节目中的动
作几乎一气呵成，堪称完美。赛后金博
洋也认为自己在本届冬奥会花滑赛场上
的表现非常不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
正常发挥的话，实力都比我强。只是就
差一步没能登上领奖台，有点遗憾。”

别看金博洋年纪轻轻，却已有 15年
的花滑经历。

2002 年，5岁的哈尔滨小男孩金博
洋和妈妈一起观看了申雪、赵宏博的花
样滑冰表演，从此就对花样滑冰产生了
兴趣。2003 年，他开始学习花样滑冰，
此后，这个昵称为“天天”的中国花滑天
才，便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

2013年，金博洋在世界花样滑冰大
奖赛青年组总决赛中，以 218.73 分勇夺
冠军；3年后，金博洋获得 2016年波士顿
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季军，
创造了中国男子单人滑选手在世锦赛上
的最好成绩；在 2018年四大洲花样滑冰
锦标赛男子单人滑比赛中，金博洋突破
300分大关，以 300.95分的总成绩，首次
摘得四大洲赛冠军。

这些年来的大赛经历，让金博洋对比
赛有了超越奖牌的理解：“每次比赛，我并
不只是想着如何去拿奖牌，我更希望自己
能够一次比一次把动作完成得更出色，一
步一步去突破自己的极限。通过这次比
赛，我也看到了自己与羽生结弦等优秀选
手之间的差距。应该说，我们之间的技术
难度相差无几，但是在滑行、表演和编排
上，我还需要加快追赶的步伐。”

事实上，与当今最顶尖的花滑男单运
动员相比，金博洋确实还有进步的空间。
这次冬奥会花滑男单前三名的分数，都超
越了金博洋曾经的历史最好成绩。
“这次比赛我为中国花滑男单在冬

奥会上实现了一个突破，接下来我还要
在节目细节上多多加以完善。”展望四年
后的北京冬奥会，金博洋信心满满：“希
望能在北京冬奥会站上领奖台！”

（本报韩国江陵2月17日电）

“天天”向上
——平昌冬奥会花滑男单第四金博洋印象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