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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备受瞩目的比赛，也是一场

充满了众多不确定性的比赛。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是国际滑联

在平昌冬奥会后新设的比赛项目，在北京

冬奥会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对于

有着“王牌之师”美誉的中国短道速滑队

来说，是一个夺金的好契机。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项目中，中国选

手面对的强手实在是太多了。韩国、荷兰、

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的选手都是这个项

目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都有登上世界大

赛最高领奖台的经历。在去年短道速滑世

界杯首站北京站的比赛中，这一项目的世

界纪录在首都体育馆 4 天内 4 次被改写。

最终，由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和张雨婷

组成的中国队以 2分 37秒 923夺冠。

在去年世界杯 4 站比赛中，中国短道

速滑队有着不俗的表现，共获得两次冠军、

一次亚军和一次季军，从而以 28000 的总

积分，占据着该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赛前，中国短道速滑队领军人物武大

靖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将全力以赴，给中

国冬奥会代表团“打个样”。

在 1/4 决赛分组赛中，中国队与老对

手 韩 国 队 分 在 了 同 一 组 ，同 组 的 还 有 意

大利队和波兰队。韩国队目前保持着这

个项目 2 分 35 秒 951 的世界纪录。在这

场 比 赛 中 ，中 国 队 赢 得 有 惊 无 险 。 虽 然

在 第 五 棒 时 一 度 被 韩 国 队 反 超 ，但 中 国

队很快又回敬了对手一个反超，最终以 2

分 37 秒 535 夺 得 了 小 组 第 一 名 ，并 创 造

了 赛 会 纪 录 。 韩 国 队 因 交 接 棒 失 误 ，只

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三名。在 3 个小组

第三名的比较中，韩国队的成绩垫底，被

淘汰出局。最终，中国、意大利、荷兰、加

拿大、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俄罗斯奥委

会和美国 8 支队伍进入半决赛。小组赛

排 名 第 一 的 荷 兰 队 在 比 赛 中 ，以 2 分 36

秒 437 的成绩，刷新了中国队刚刚创造的

赛会纪录。

比赛进入半决赛后，风云突变。在率

先进行的第一场半决赛中，在小组赛中排

名第一的荷兰队因失误无缘决赛，加拿大

队和意大利队晋级决赛。在此后进行的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中国队在比赛中遭遇

阻挡只排在第三，裁判最终判定美国队和

俄罗斯奥委会队犯规，中国队和匈牙利队

跻身决赛。

最 后 的 决 赛 ，过 程 惊 心 动 魄 。 中 国

队、意大利队、匈牙利队和加拿大队，可谓

旗鼓相当、不分伯仲。中国队排出的阵容

是范可新、曲春雨、任子威和武大靖。出

发 时 ，排 在 4 号 位 的 中 国 队 处 于 不 利 位

置。面对不利局面，中国选手不畏强手，

敢于拼搏。决赛发枪后，中国队第一棒范

可新凶悍内切，抢到了头名位置，但比赛

因有队员摔倒被中止。比赛重新开始后，

外道起跑的范可新只抢到第三的位置，但

她沉稳跟随，没有盲目超越。第二棒曲春

雨觅得机会，实现超越。比赛进行到第三

棒时，任子威就拉开了与第二名的距离，

加上加拿大队因求胜心切把匈牙利队铲

倒，更增加了中国队的胜算。

眼 看 金 牌 到 手眼 看 金 牌 到 手 ，，但 胜 利 并 非 易 如 反但 胜 利 并 非 易 如 反

掌掌。。紧随其后的意大利选手向滑最后一棒紧随其后的意大利选手向滑最后一棒

的武大靖发起挑战的武大靖发起挑战。。武大靖顶住压力武大靖顶住压力，，没没

有让对手完成超越有让对手完成超越。。最后冲线时最后冲线时，，两个人两个人

的冰刀几乎是同时压线的冰刀几乎是同时压线。。最终最终，，中国队以中国队以

00..016016秒的优势险胜意大利队秒的优势险胜意大利队，，夺得金牌夺得金牌。。

当现场裁判宣布中国队赢得冠军时，

整个体育馆沸腾了。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

上赢得的第一块金牌。“王牌之师”如愿为

中国军团实现了“开门红”。

（本报北京2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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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学 者 认 为 ，在 甲 骨 文 中 ，

“夏”源自蝉的形象，“秋”源自蟋蟀

的形象，而“冬”竟然与火的形象有

关 ——想来是我们的先古祖辈每

逢冬天降临，总是想方设法地找来

一些可燃之物，依靠火焰的温度抵

御冰雪之寒，于是便产生了这种造

字联想。

这源自远古的关于冰与火的考

据，记忆着早期人类在大自然中的

生存之道。而北京冬奥会一段关于

冰与火的故事，却在讲述着我们充

满光荣与梦想的传奇。

2019 年，现代化的国家冰雪运

动项目训练科研基地落成，其中拥

有中国首个体育专业风动实验室、

首个标准的室内轮滑训练馆、首个

超大综合跑台……“国际领先”“中

国首个”在这里比比皆是。

作 为 国 家 级 冰 雪 运 动“ 大 本

营”，冰雪运动之光在这里绚丽绽

放。此间进行的运动训练、体育科

研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冬奥项目；

多支国家队在此备战冬奥，运动员

从训练竞赛到体能康复皆可实现

“一站式服务”……

这里讲的是冰，下面再讲火。

这片超过 7万平方米的“冰天雪

地”，前身原本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北

京二七机车工厂”，是著名的京汉铁

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之

一。伟大的中国工人运动由此燃起

熊熊火炬。热播剧《觉醒年代》中许

多如火如荼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后，老厂焕青春，工人们

以火热激情投入到红红火火的社会

主义建设中。1958 年，这里生产了

新中国第一台内燃机车，工厂因此获

得“新中国火车头”的美誉……

这段火红的历史，这座火热的

工厂，记载着中华民族光前裕后的

百年求索；而老工业遗址的“冰雪奇

缘”，无疑是在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时代“中国故事”。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

玉关。”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对优美生态的迫切需要，在北京疏

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过程中，跨越

两个甲子的“二七”厂正式停产。当

然，停产并不是关门。依托悠久的

历史底蕴，这个全新的“科创城”开

始崛起。

当北京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

办权，成为第一个“双奥之城”时，

“二七”老厂也乘奥运东风，迎来新

机遇，站在了新起点。此前，我们缺

乏专业的冰雪运动训练场所，难免

对冰雪运动的竞技水平带来影响。

而当承担起这个沉甸甸的担子后，

科研人员和工人们在这里再度点燃

火热激情，以“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的办奥理念，以自立自强的“中

国速度”打造了众多让世界惊叹的

中国精品。

史学家告诉我们，历史有双重含

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二是

“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

从老工厂到新兴体育产业，这段冰与

火的故事讲述了百年历史；更自信、

更开放地拥抱冬奥会，则让我们更加

勇于创造新的历史，一起向未来。

“冰与火”的故事
■郑蜀炎

●从老工厂到新兴体育产业，
这段冰与火的故事讲述了百年历
史；更自信、更开放地拥抱冬奥会，
则让我们更加勇于创造新的历史，
一起向未来。

2 月 5 日，速度滑冰赛事在国家速

滑馆“冰丝带”举行。在速度滑冰女子

3000 米比赛中，来自荷兰的名将斯豪

滕以 3 分 56 秒 93 的成绩，打破尘封 20

年之久的奥运纪录并夺冠。中国选手

韩梅和阿合娜尔·阿达克分别获得第

15 名和第 17 名。

比赛中，1999 年出生的中国小将

阿合娜尔·阿达克在第一组出发。她的

同 组 对 手 ，是 49 岁 的 冬 奥 会“ 八 朝 元

老”、德国选手佩希施泰因。佩希施泰

因 1992 年时就已站在了阿尔贝维尔冬

奥会的赛道上，并斩获女子 5000 米的

铜牌。当时，阿合娜尔尚未出生。此后

的 30 年间，佩希施泰因在冬奥会赛场

拿 下 了 5 金 2 银 2 铜 。 经 过 激 烈 的 比

拼，最终阿合娜尔以 4 分 12 秒 28 的成

绩率先冲过终点，佩希施泰因的成绩为

4 分 17 秒 16。

昨晚，佩希施泰因作为德国队两位

旗手之一，在开幕式上高举旗帜入场。

她表示，这是她永远不会忘记的激动瞬

间，在北京创下的第 8 次参加冬奥会的

纪录，是她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

另一位中国选手韩梅在第七组出

场。最终，她滑出了 4 分 07 秒 74 的成

绩，排在第 15 名。

29岁的荷兰名将斯豪滕在最后一组

出场，同组对手是意大利名将洛洛布里

吉达。两人今天都发挥十分出色，斯豪

滕以 3分 56秒 93的成绩夺冠，并打破由

佩希施泰因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

造的 3分 57秒 70的奥运纪录。洛洛布里

吉达拿到银牌，加拿大选手韦德曼斩获

铜牌。

这枚金牌，也是在“冰丝带”诞生的

首枚金牌。首金就打破了尘封 20 年之

久的奥运纪录，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打

造“最快的冰”，是国家速滑馆从建设开

始就致力追求的目标。为了给运动员

最好的滑行体验，“冰丝带”冰场是一整

块大冰面，面积高达 1.2 万平方米，且采

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二氧化碳直冷制

冰技术，不仅节能，也让整个冰面温差

控制在 0.5℃以内。温差越小，冰面的硬

度就越均匀，越有利于运动员创造好成

绩，国家速滑馆的冰面因此备受运动员

好评。

在速度滑冰女子 3000 米比赛中，

有 3 位选手滑进了 4 分以内，这是近十

年来难得一见的好成绩。由此可见，

“最快的冰”果然名不虚传。相信接下

来的速度滑冰比赛，将给我们带来更多

惊喜。

（本报北京2月 5日电）

“最快的冰”催生世界纪录
■本报记者 仇建辉

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7.5 公里传统

技术+7.5公里自由技术）比赛是今天的焦

点比赛之一。这场比赛将诞生北京冬奥

会首金，且有众多世界名将参与角逐。其

中，4名中国姑娘也站到了赛场上。

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65 位女运动

员从起点出发，开始了一场激烈比拼。

最终，挪威选手特·约豪格以 44 分 13 秒

7 的 成 绩 迎 来 了 自 己 的 首 枚 冬 奥 会 金

牌。俄罗斯奥委会选手纳塔利娅·涅普

里亚耶娃以 44 分 43 秒 9 的成绩摘得银

牌，奥地利选手特蕾莎·施塔德勒贝尔以

0.3 秒之差获得铜牌。

在该项目中，中国越野滑雪队的 4

名姑娘获得了参赛资格，这也是中国首

次实现满额参赛。比赛中，中国姑娘奋

力拼搏，充分展现能力和水平。其中，成

绩最好的李馨以 49 分 07 秒 7 的成绩排

名第 33 位，池春雪、迪妮格尔·衣拉木江

和巴亚尼·加林分列第 34、第 43 和第 46

位。虽然未能夺得奖牌，但姑娘们在赛

场上的拼搏精神依然让观众感动。

越野滑雪，被称为“雪上马拉松”。

1924 年首届冬奥会上，它就被列为正式

比赛项目。越野滑雪在我国起步较晚、基

础相对薄弱。在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中

国越野滑雪队从自行车、马拉松、赛艇等

项目跨项选拔人才，组成了一支由“90后”

和“00后”运动员为主力的青年军。在此

前进行的冬奥积分赛上，队员们锐气十

足，成绩提高明显，首次实现冬奥会越野

滑雪 12个小项全项目参赛的目标。

作为队伍中经验最为丰富的运动员

之一，1992 年出生的李馨已经是冬奥会

“三朝元老”，近年来一直保持不错的竞

技状态。24 岁的池春雪二战冬奥，兼具

年龄和经验双重优势。“00 后”的新疆姑

娘迪妮格尔·衣拉木江昨晚作为火炬手

之一，点燃了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她此

前在国际青年滑雪锦标赛和越野滑雪世

界杯分站赛中，都有不错表现。巴亚尼·

加林同样来自新疆。作为一名“跨界跨

项”选手，她从零基础起步，逐步成为中

国越野滑雪队的主力队员。在这项兼具

体能和技能双重考验的项目里，中国越

野滑雪队通过“经验”和“拼劲”的碰撞，

正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本报张家口2月 5日电）

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比赛，4 名中国选手发挥不俗—

面对强手 拼搏向前
■本报记者 马 晶

2月 5日，中国选手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左一）、李馨（中）在比赛中。

版面统筹：李诗鹤、邵景院

刊头书法：马新林

版式设计：贾国梁、郭子涵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