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A2022年2月11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李家杉

当国内的家长开始蠢蠢欲动想要“培养自己

的谷爱凌”时，北美华人圈其实已经步入验收阶

段。 我在美国的同学总结，本届冬奥会是“北美华

人家庭廿年如一日鸡娃的展示”，“湾区大内卷”。

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可能会给国内的家长更多

的启迪：当心血来潮冷静之后，真正能向他们学

的是什么？

谷爱凌来自旧金山湾区， 中国花滑归化运动

员朱易也来自湾区。 美国队次此参加冬奥会花滑

的八名单人花滑选手中，华裔运动员就有四名，其

中又有三人来自湾区。 专门提到“湾区”这个关键

词，是因为这个区域意味着财富，意味着高消费。

这些华裔家庭，都具有世俗看来“成功”的标签。谷

爱凌的家底身世已经被挖个底朝天， 基本上培养

孩子走上冰雪路，就是一个辛苦烧钱的历程。

对于家庭带来的财富和资源，我们应该怀着

平和的心境去看待，三代几口人加起来累计百多

年的努力，自然起步点会高，更何况本人更是付

出极大的努力。 前面所提到那些花滑年轻人，最

早从北加州、犹他州开车到南加州，只是为了接

受诸如关颖珊、拉夫这样的名教头的指导，“加州

一号公路开到吐”。

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 从三四岁开始接触

培养，随后十年且不说受伤，单单是青春期就是

一道自然的淘汰槛。 所以，这是一场赌注非常高

的博弈。 不要只看见谷爱凌这个金字塔尖的icon
（偶像），而塔基则是数以千计如此投入但没法出

成绩的家庭。

这里不是为了浇灭一些家长的热情，而是现

实，其实是谷爱凌的优秀，着实还有其他更容易

达成的闪光点，且可以让孩子一生受用。

第一个，是双语。 你可以说这和语言环境有

关， 但这个环

境 的 创 造 的 代

价 ， 着实比搞冰雪

运动要省力太多太多。

双语任意切换， 实质是

在两种思维模式中的快

速切换，很实用，对于大脑

思维训练也非常受用； 另一

个，是逻辑。谷爱凌在发布会针

对《卫报》记者提问的回答，很好

地展现了她思维逻辑的成熟。 无论

立论还是驳论， 能够建立一套总能自

圆其说的个人逻辑系统， 在任何行业中

都可以占据制高点；还有一个———情商。

如此，这些普惠的能力要都能傍身，其

实已经战胜了九成五的竞争者了。

“别人家孩子”的修炼密码

我与巴赫先生的三次“邂逅”
作为一

名闭环内的

注册记者，我

每天的行程

轨迹就是从

闭环酒店按

照班车时刻

表算好时间，

提前下楼乘

闭环大 巴 前

往 主 新 闻 中

心 （MMC）。

然 后 再 从

MMC换乘
其他车辆 ，

前往各个

赛场。尽

管 还 有

Game Taxi（赛会出租车）可选，但我并不会做那样

的选择，只因为一个字“贵”。

由于缺少争金点 ，9日上午我没有去任何赛
场，而是给自己放假半天，在酒店补觉。 尽量保证

睡眠，提高免疫力，也是我为抗击疫情做出我的贡

献。 9日中午，我来到主媒体中心，到媒体工作间放

下背包，就来到了“网红餐厅”。 对，就是那个机器

自动炒菜，可以“菜从天降”的餐厅。

我刚刚坐下2分钟，就看到一位摄像记者背着

摄像机进入餐厅，并做好了拍摄准备。我顺着他的

拍摄角度回头望去， 发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走

了过来。只见这位穿着浅蓝色运动上衣，黑色运动

裤的德国老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与正在用餐

的记者朋友打招呼。

当巴赫走到几位中国记者的餐桌前， 他停下

了脚步，询问记者有什么推荐菜。一位中国记者推

荐了饺子，但巴赫说他过年这几天吃了很多饺子，

都已经吃胖了， 并很夸张地比了比自己已经鼓了

出来的肚子。 巴赫询问记者吃的是什么，一位女记

者介绍了土豆烧肉。巴赫问这道菜辣吗？记者说不

辣，巴赫立刻说不辣的菜不想吃。

轻松的对话， 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留下了亲切

和蔼的印象。 随后，巴赫来到为他预留的位置，坐

下来用餐。 可当巴赫发现许多记者围在附近，纷纷

用手机拍照、拍视频，巴赫又重新站了起来，并走

到记者都面前。他说给大家拍照的机会，但希望一

会儿大家可以散去，各忙各的事情。

简单用餐后，巴赫离开了网红媒体餐厅，这里

的一切也趋于平静。而这，已经是我在本届冬奥会

第三次见到巴赫，当然也是距离最近，最能感受到

生活中巴赫状态的一次。

在8日的首钢大跳台， 谷爱凌是全场的焦点。

但其实巴赫也来到了现场， 只不过我一开始没有

发现。 直到朋友圈流传巴赫与谷爱凌交流的照片，

我才发现其实我在拍谷爱凌的时候， 也把巴赫拍

了进去，但角度不如新华社的好。 巴赫到现场为谷

爱凌加油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萨马兰奇亲自为邓

亚萍颁奖的一幕。

而与巴赫的首次相遇，是在冬奥会开幕式上。

当时各代表团入场，我算准了时间，来到看台中间

位置， 准备拍中国队入场的正面照片。 而这个时

候，志愿者非常客气地提醒我，不能站在通道的中

间，会挡路。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会挡谁的路时，

10秒钟后我看到巴赫走了过来， 并从我刚才站的

位置经过，往下走到场地内，准备入场式结束后他

的致辞环节。

在致辞中，巴赫多次使用中文，向现场观众问

好，博得现场中国观众的热烈掌声。 没错，当你的

文化被重要人物认可，并愿意去模仿学习的时候，

你是会感到骄傲的。 从出席开幕式，履行身为国际

奥委会主席的责任，完成应有的仪式环节。 到前往

赛场，与运动员互动，给他们加油。 再到非常接地

气地与记者聊天，说他喜欢吃辣菜。 巴赫就是一个

这样受人尊敬，又惹人喜爱的德国老人。

西方技术封锁下，中国五年实现“用雪自由”
连赛道雪怎么造都不告诉中国，西

方的技术封锁到底有多严？

北京冬奥会滑雪项目比赛场地上的

雪，看上去似乎平平无奇，然而它可不仅

仅是一块白色的“背景板”，就是它的制

造和研发却让我国花了五年多的时间，

其背后的辛酸难以言表。

赛道雪， 也就是所谓的冰状雪，是

滑雪场雪质的一种形态，其表面有一层

薄薄的硬冰壳，主要用于减小滑行赛道

表面对滑雪板的摩擦力，其制作质量对

提高运动员的成绩以及滑雪的舒适感，

保护运动员的身体、 延长运动寿命等，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雪的密度非

常大，需要达到0.65克/立方厘米 ，而自

然降雪所形成的雪地密度在0.05克/立

方厘米至0.15克/立方厘米，一般大众使

用的雪场密度则约为0.4至0.5克/立方
厘米，也就是说人造雪道的密度要求是

自然雪坡密度的5到13倍。 除此之外，冬

奥会赛场上对雪的颗粒直径、 硬度、均

匀度 、摩擦阻力和表面状态等 ，都有着

非常严格的标准。

在北京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之前，我

国却难以自主制造一觉合格的“冰状雪”

赛道，随后，想要通过国际合作制造赛道

的奥运筹备组发现， 西方竟然连赛道雪

都要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国外技术

团队在做雪务工作之时， 不仅不让中国

的工作人员观看， 甚至连赛道雪的参数

标准都拒绝透露。俗话说，“听蝲蝲蛄叫，

还能不种庄稼？ ”在一片空白之下，我国

的科研团队只能自己 “摸着石头过河”，

而这一干就是五年多。铺雪、注水、压实、

测量……经过一次又一次对不同注水技

术与压实方法的组合试验， 以及无数次

的数据对比分析， 冰状雪制作方案才终

于初步形成，一批又一批技术人员，通过

五年的不懈努力， 才攻克了冰状雪赛道

的制作技术，实现了“用雪自由”。

为了摆脱西方的技术封锁和垄

断，我国甚至连冰雪硬度测量仪、

冰雪粒径测量仪以及冰状雪赛

道专业监测设备都实现了自主

研发和国产化。 在这个基础

上， 我国还研发出了高效

储雪技术，采用了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高效节水设备和

智能化造雪系统， 并应用雪质监测和预

报技术， 构建起了自己的赛道雪质等级

判别模型。

事实上 ，中国这一路走来 ，每一步

都充满了艰辛， 好在不管如何被限制，

总有中国人能逆流而上，在各个领域取

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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