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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看 点今 日 看 点
● 26 日，越野滑雪大项迎来收官

日。9：00和10：40开始，将分别上演青
年组女子、男子 4×5 公里接力（2 传统
技术+2自由技术）项目的金牌争夺战。

●26 日 14：00 和 15：50，花样滑
冰（公开组）将分别进行最后两个单
项——冰上舞蹈和男子单人滑的金
牌角逐。

●26 日 19：30 ，冰壶（公开组）男
子金牌赛和铜牌赛将同时打响。当天
9：00和16：00开始，将进行公开组男子
和女子半决赛。

●26日 18：00，女子冰球（青年组）
冠军争夺战将在四川队和北京队之间
展开。南方队伍能否挑落北方劲敌，值
得期待。

●26日下午，速度滑冰（青年组）将
迎来男子 1500 米、女子 500 米、女子
3000米三项金牌赛，将会有哪些青年翘
楚脱颖而出呢？

（刘兵）

本报呼伦贝尔2月25日电（记者李元浩）2月 24日开始，

“十四冬”速度滑冰青年组比赛正式揭幕。多名征战过冬青奥

会的选手的加入，使得此次比赛的竞争异常激烈。赛前备受

瞩目的东道主选手、在前不久的江原道冬青奥会中获得速度

滑冰混合接力金牌的潘宝硕，在其主项男子 5000米决赛中表

现一般，最终收获第六名。

在韩国举行的 2024 年江原道冬青奥会中，潘宝硕代表

中国队出战，获得速度滑冰混合接力金牌、男子 1500 米银牌

和 男 子 集 体 出 发 银 牌 ，被 视 为 中 国 速 滑 男 队 的“ 潜 力 新

星”。结束冬青奥会征程后，潘宝硕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十

四冬”备战中：“赛程紧密，身体确实会有一些疲惫，但是回

国归队后，我一直在教练的帮助下积极调整，争取尽快恢复

身体状态。”

在 24 日的比赛中，调整不错的潘宝硕发挥稳定，摘得男

子 1000米铜牌。但在今天下午的男子 5000米比赛中，内道出

发的潘宝硕明显有些力不从心。即便他在比赛中拼力追击，

但最终还是与获得第一名的北京队选手丛振龙有着近 13 秒

的差距，无缘领奖台。赛后，潘宝硕坦言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是

有些疲劳，“心理上也很难紧起来，只能尽快调整，力争在后面

的团体追逐赛中拿到好成绩。”

除了潘宝硕，新疆女队的张邵涵、内蒙古队的舒雪儿和黑

龙江队的刘斌等选手，也是“十四冬”速滑青年组比赛中值得

关注的选手。尤其是获得此次速度滑冰青年组男子 1000 米

冠军的刘斌，已被选入中国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能进国家

队是一种光荣，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把高亭宇等选手当作

榜样。下一步希望取长补短，在中长距离比赛中更有竞争力，

争取在明年的哈尔滨亚冬会上取得好成绩。”

本报记者 刘兵

2 月 25 日，“十四冬”冰壶公开组

继续进行循环赛的较量。在男子组第

八轮的比拼中，甘肃队 6比 5战胜北京

队，东道主内蒙古队 5 比 4 拿下山西

队，竞争依然激烈。

“十四冬”冰壶项目上，最受瞩目

的是四川女队，因为队伍成员王冰玉、

周妍和岳清爽属于中国女子冰壶的

“黄金一代”，早已为不少观众熟悉。

在第四轮比赛中，她们曾凭借后手优

势拿下决胜 1分，以大比分 5比 4战胜

云南队取得首胜，让人感叹她们依然

“宝刀未老”。

“我们的参赛经验更丰富一些，整

体的思路也比较清晰，但对手都很聪

明，没有给我们太多打复杂局面的机

会。”身为四川队队长的王冰玉如此总

结道。

冰壶项目在我国发展较晚，直至

2003年，中国女子冰壶队才正式成立。

王冰玉当时成为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和

岳清爽、柳荫、周妍一起组成中国女子

冰壶队首拨主力。2009 年冰壶世锦

赛，王冰玉率队历史性夺冠，中国女子

冰壶就此跻身世界一流行列；2010 年

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队获得一枚宝贵

的铜牌。她们由此被称为“黄金一代”。

本届冬运会，冰壶项目的新秀选手发挥不俗，代表福建队

参赛的王智宇和朱泽仰旭更是获得了混双项目的亚军。

在激烈的碰撞下，“黄金一代”要战胜对手并不容易。本

次比赛，王冰玉和队友们的整体发挥有些起伏，要想晋级困难

重重。不过，能够与昔日队友一起组队打比赛，王冰玉感到很

开心，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作为第 5次参加冬运会的“五朝元老”，王冰玉坦言在胜负

之外，她更看重“在场”。“我真的很激动，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我

认为整体表现还不错，该想的能做到的，基本都实现了。”

大多数冰壶宿将都有各自职业，备战基本找业余时间见

缝插针地进行。如王冰玉目前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平时工

作较忙，只能化整为零进行训练，比赛时才能与队友会合；岳

清爽目前担任中国残障冰壶队主教练。在北京冬残奥会上，

她为中国队的夺冠付出了艰辛努力。

“我们希望能把自己的经历、经验，以及对冰壶的感悟分

享给年轻运动员，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冰壶运动。”王冰玉

和岳清爽赛后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自身以实际行动带动冰

壶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给冰壶后辈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朱亚男

对于首次站上全国冬运会赛场的苏翊鸣来说，此

次“十四冬”之旅无疑是难忘的。连续两天在扎兰屯

金龙山滑雪场上演逆转好戏，无论在单板滑雪大跳台

还是坡面障碍技巧项目，苏翊鸣都是在第一轮表现不

佳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在后面的比赛中精彩发挥逆转

获胜，最终实现了赛前定下的两金目标。

虽然“十四冬”不是国际赛事，但在苏翊鸣看来，比

赛的竞争同样激烈，“不只是我，有很多我们本土的优

秀选手都在进步，向着世界的最高水平去接近。”

北京冬奥会苏翊鸣的横空出世，让他成为中国单

板滑雪最有力的“推广者”。在“苏翊鸣效应”的影响

下，更多单板滑雪小将已经站上“十四冬”的赛场。

例如本次在“十四冬”单板滑雪公开组女子 U 型

场地技巧赛中亮相的 7 名“10 后”小将，其中就有被

誉为“中国单板未来之星”的周苡竹。

北京冬奥会之后，苏翊鸣的身份也悄然发生着

变化——从昔日作为挑战者的小将，到如今备受期待

的中国单板滑雪领军人物。刚过 20 岁的苏翊鸣，已

经扛起更多责任，他不单单是能力出众的运动员，更

成为滑雪少年们的偶像。

不过，苏翊鸣对此依然显得很低调，“我的初心从

来没有改变，对于项目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还是那

个热爱单板滑雪运动的小孩。但是现在身上的责任更

重了，很多人把我当作学习的偶像，这也敦促我自己不

断去变好，同时也有了很多更新更高的目标。”

在苏翊鸣看来，推广滑雪运动是自己义不容辞

的责任，“希望大家能多去尝试滑雪运动，这项运动

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体验。不管是单板还是

双板，能看到更多青少年站到雪板上，我觉得都是一

个很好的现象”。

对于苏翊鸣而言，竞技场上，他还有更多和更高

的追求，“我想追求更好的自己，还有很多更新更高

的目标想要去完成，希望能在米兰冬奥会取得更好

的成绩”。

不 过 ，要 想 在 2026 年 的 米 兰 复 制 辉 煌 ，苏 翊

鸣注定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新的冬奥周期，以日

本队为代表的竞争对手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以木俣

椋真和木村吉良为首的日本选手，在难度上已逐渐

赶上苏翊鸣。

在全国冬运会赛场完成目标后，苏翊鸣接下来还

计划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赛

事。但在训练比赛的同时，他的首

要任务是从伤病中完全恢复。今年

1月，苏翊鸣遭遇脚踝扭伤缺席了世

界极限运动会，至今依然没有完全

恢复。“我每天也在打肌肉贴、绷带，

用很多东西支撑我的脚。所以现在

最主要的目标是把脚养好，让身体重新恢复到百分之

百的健康。”他对记者坦言。

两年前的北京冬奥会，苏翊鸣收获一金一银，创

造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展望 2026 年米兰冬奥

会，苏翊鸣表示：“我觉得一步一步前进吧，通过冬运

会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心态上也有更大的进步，我

希望在两年后的米兰冬奥会发挥最好的自己。米兰

冬奥会上我会一如既往，我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就

是让中国冰雪站在世界的最高点。”

（本报呼伦贝尔 2月 25日电）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洁白的冰面如镜似画，运动员们在冰面

上翩翩起舞，优美的动作时而轻盈，时而灵

动，时而跳跃，时而旋转……他们在冰面上纵

享丝滑，优雅自然的身姿充满力量和美感，仿

佛在诉说着动人的冰雪故事。当音乐声停

下，灯光照亮冰面，他们微笑而立，如春天的

骄阳绽放……

今天，“十四冬”花样滑冰公开组，在呼伦

贝尔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迎来双人滑和

女子单人滑的决赛较量。面对场上选手的激

烈角逐和现场观众的激情欢呼，端坐在场边

的裁判和技术官员团队一直保持着冷静平

和。在一众裁判员中，几位金发碧眼的外籍

裁判尤为引人注目。

据记者了解，这些外籍裁判是“十四冬”

花滑项目特邀的技术监督或裁判长，分别来

自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均是国际滑联认

可的高级别裁判员。他们的加入，使得“十四

冬”花滑项目的整体执裁水平得到进一步充

实和提升。

虽然“十四冬”是一项国内赛会，但作为

北京冬奥会后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

响深远的全国综合性冰雪赛事，“十四冬”在

项目设置上全面对标冬奥会，2026 年米兰冬

奥会项目在本届冬运会上全部设项。此外，

“十四冬”在竞赛标准和裁判执法上也与国际

接轨，不仅采用了各项目国际单项组织的最

新规则，还在部分重点项目上邀请了高水平

外籍裁判团队参与执裁。

除了上文提到的花样滑冰，在“十四冬”

的短道速滑、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等比赛

中，都有外籍裁判员的身影。

除了外籍裁判，外籍教练、外籍保障人员

等也活跃在“十四冬”赛场内外。

此次代表山西队出战的北京冬奥会冠军

苏翊鸣，在扎兰屯赛区举行的单板滑雪公开

组男子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收获两

金，他在赛后坦言，非常感激自己的教练佐藤

康弘。作为陪伴苏翊鸣多年的教练，佐藤康

弘在小苏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十四冬”期间，来自俄罗斯的打蜡师阿

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承担着运动员雪板

的打蜡和养护工作。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她坦

言，很开心能为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付出自己

的努力，“我觉得冬运会很有魅力，我回去后

要把中国文化分享给更多人。”

今天下午，“十四冬”男子冰球青年组展开

半决赛争夺，北京队和内蒙古队争夺一张决赛

“入场券”。北京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不俗，教

练团队将其归功于赛前的外训外赛。据介绍，

为备战十四冬青年组冰球比赛，北京青少年冰

球U18男队于去年12月赴加拿大多伦多进行

集训，不仅与当地同年龄段队伍比赛，还接受

了高水平外教的指导。“总体来说受益匪浅，队

伍的整体实力和心态素质都有提升。”

“引进来，走出去”，得益于北京冬奥会备

战的成功经验，作为中国冰雪运动国内“演练

场”的“十四冬”，也在与国际高水平的接轨和

借鉴中不断修炼“内功”。全国冬运会愈发国

际范儿，正是中国冰雪运动持续提升整体竞

争力的表现。 （本报呼伦贝尔2月25日电）

冰
壶
赛
场
﹃
前
浪
﹄
带
﹃
后
浪
﹄—

—

传
承
的
力
量
闪
耀
﹃
十
四
冬
﹄

“十四冬”速度滑冰青年组竞争激烈

冬青奥冠军无缘主项金牌

2月 25日，在速度滑冰青年组女子 1500米决赛中，吉林
队选手刘昀琪摘得金牌。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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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亚男

今晚，“十四冬”花样滑冰公开组女单自

由滑在内蒙古冰上运动中心短道速滑馆精

彩上演，来自四川队的 12岁小将金书贤凭借

出色发挥，力压短节目排名第一的安香怡，

以总分 185.27分获得冠军。金书贤曾在去年

12月举办的 2023~2024赛季全国花样滑冰锦

标赛上获得女子单人滑亚军。

赛后，安香怡表示，密集的赛程给她带

来很大的体能考验，虽然未出战团体赛女单

自由滑的比赛，但高强度的比赛依然让她感

觉有些疲惫。“随着身高、体重的增长，目前

的体能情况只能让我支撑 3 天的比赛和训

练，之后就必须休息一天才能投入新一轮训

练。‘十四冬’的赛程也让我了解到，转入成

年组后体能储备的重要性。今后我也要多

加强体能练习。”

值得注意的是，从本届冬运会女单短节

目和自由滑的表现来看，无

论 从 技 术 难 度 还 是

从 艺 术 表 现

力，中国花样滑冰女单项目与日本、韩国等

强队都存在明显差距。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中国花样滑冰女单项

目的辉煌时期。1994年和 1998年冬奥会，有

着中国花滑女单“冰上蝴蝶”美誉的陈露，为

中国队拿到两枚铜牌，这也是队史

奥运最好成绩。21 世纪以

来，随着陈露的退役，

加之韩国、日本和

俄 罗 斯 等 强

队 的 你 追

我 赶 ，中

国花样滑冰在女单项目的竞争力急速下滑。

近年来，在国际大赛上，日本女单早已

显示出集团优势。即使是在竞争最激烈的

冬奥会上，日本队也能打破俄罗斯队的垄

断，有奖牌入账。在上赛季大奖赛总决赛

中，日本选手占了女单一半名额，世界冠军

坂本花织强势夺冠，铜牌得主是小将吉田

阳菜。

在奥运冠军金妍儿退役后，韩国

女单也不断发展，虽然顶尖选

手人数不如日本，但李海

仁、申智雅等新生代实

力在线。

在本月刚刚结束的冬青奥会上，被视为

浅田真央接班人的日本选手岛田麻央夺冠，

被称为金妍儿接班人的韩国选手申智雅获

得银牌，另一名日本小将高木谣位列第三，

而获得过全国冠军的中国选手高诗棋仅收

获第七名。

和日韩对手相比，中国女单落后了。在

2 月初的四大洲锦标赛上，陈虹伊、朱易和

小将程佳盈分别获得第 13、16 和 18 名，排名

最高的陈虹伊也未拿到世锦赛自由滑最低

技术分，中国队很可能再度缺席世锦赛女单

比赛。

然而，本届冬运会的花滑女单让大家

看 到 了 希 望—— 获 得 冠 军 的 金 书 贤 仅 12
岁，获得铜牌的张梦琪也仅 15 岁，备受瞩

目的安香怡也是去年 10 月刚刚完成花滑

大奖赛成年组首秀。随着更多女单“未来

之星”的涌现，中国女子花滑的未来依然值

得期待。

12岁小将“十四冬”夺冠——

中国花滑女单中国花滑女单中国花滑女单
从从从“““新新新”””开始开始开始

◀◀22 月月 2525 日日，，北京队组合彭程北京队组合彭程
（（右右））//王磊夺得双人滑自由滑冠军王磊夺得双人滑自由滑冠军。。

▶▶22 月月 2525 日日，，四川队选手金书四川队选手金书
贤摘得花样滑冰公开组女子单人滑贤摘得花样滑冰公开组女子单人滑
冠军冠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蔚可任蔚可任 摄摄

2月 24日，山西队
选手苏翊鸣夺得单板
滑雪公开组男子坡面
障碍技巧冠军。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十十四四冬冬””的的国国际际范范儿儿

（本报呼伦贝尔 2月 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