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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上海姑娘应清成为第
一位登上世界杯领奖台（铜牌）的中国
雪车运动员；2月末，小将玉珍拉姆为
中国队摘得滑雪登山世锦赛首枚金
牌；3月上旬，中国冰壶历史上的首枚
世青赛金牌诞生……接二连三的捷
报，不仅让人想到了“东道主红利”这
个词，也让人们对中国冰雪更长远的
发展有了更多的期待。

作为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新增
项目，滑雪登山是以雪山攀登综合技
术为主、滑雪技术为辅的一项冬季山
地户外运动。本次世锦赛，中国队共

派出20名选手参赛，其中既有亚洲冠
军金煜博、信德涛等老将，也有索朗曲
珍、次旦玉珍、玉珍拉姆等后起之秀。
结果，在女子U20组的比赛中，19岁的
玉珍拉姆于资格赛和半决赛中均列第
一，并最终成功摘得金牌。

在告别北京冬奥会、进入米兰冬
奥周期后，紧抓老项目、发掘新项目的
做法在中国冰雪的各支运动队内大都
有所体现。而如滑雪登山这样的新登
场项目，自然得到了不少的投入和关
注。

除了在项目上做文章外，中国冰

雪各队在现阶段更是将“创新”二字做
到了进一步强化，并且这种创新体现
在了训练模式、人才选拔、科技助力、
对外交流等多个方面。

举例来说，在进入米兰冬奥周
期后，体能训练营的模式在中国冰
雪的竞技体育圈里变得流行起来。
高水平运动员有了选择更适合自己
的训练方式的机会。与此同时，跨
项选拔的形式也还在继续。在以雪
车为代表的项目上，科技助力仍是
关键词。而在对外交流方面，随着
更多外训外赛机会的来到，中国冰
雪健儿也有了更多观摩借鉴的机
会。

在借鉴北京冬奥周期成功经验的
同时，中国冰雪运动正以创新为台阶，
朝着更高、更长远的目标迈进。

中国冰雪还有更长远使命

刘洋一直时体操吊环项目的佼
佼者，但是在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
刘洋在赛场上消失了。据了解，他
在去年 2 月进行了膝盖手术，手术
后休养了一个多月，随后开始恢复
上肢训练，三个月后进行弹网辅助
训练，随后慢慢恢复了正常训练，为
正式比赛做准备。也是因为这次手
术的原因，刘洋缺席了 2022 赛季一
整年的比赛。

“刚做完手术的那段时间，走路
感觉都不对，膝盖有明显的疼痛

感。”刘洋已经28岁了，手术对他的
状态影响很大，恢复起来更是不容
易，“其实手术后伤处恢复得比较
快，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还是过
心理关。”刘洋的膝盖此前也受过
伤，所以在训练中，他必须克服心理
上的害怕和犹豫。刘洋回忆道，“单
做下法训练的时候还好，因为可以

往后一趟，有一些自我保护。但是
在练习成套动作时，第一次要做下
法的时候，有点心理阴影，没做完就
直接跳下来了。”

不过，多哈站这枚金牌给予刘洋
很大的信心。决赛结束后，他在个人
社交媒体上写道：“山顶依然云雾缭
绕，听着国歌依旧热血沸腾，我回来

了。”他用霸气的话语昭告吊环王的归
来，也表达了他想要在巴黎奥运会大
展宏图的志向。

在巴黎奥运会周期，体操项目的
规则发生了变化，各个单项难度动作
分有所调整。“我之前有些成套的动作
难度被降组了，所以我必须根据规则
的变化，把成套的编排进行调整。”刘
洋表达了对于亚运会和奥运会的渴
望，“用这次世界杯来练手，目标是在
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上赢得金
牌。”

伤愈归来，仍是吊环王

冰雪项目佳绩频出

“东道主红利”才露尖尖角
每年二三月份都是冰雪项目出好成绩的高峰。在从

北京冬奥会迈向米兰冬奥会的这个2023年里，中国冰雪
运动员于近期频有突破，不仅让人想到了“东道主红利”
这个词，也让人们对中国冰雪更长远的发展有了更多的
期待。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1924年，当首届冬奥会举办时，
冰壶便是设项之一。不过，说到中国
与冰壶项目的缘起，起点却是 1995
年。此后，经过十余年蓄力，中国女子
冰壶队在冰壶世锦赛上实现突破，首
度摘银，王冰玉等名将逐渐为国人所
识。如今，在2023年冰壶世界青年锦
标赛上，属于中国队的这一页终于被
添上了一笔新的突破。

在德国当地时间3月4日落幕的
这站大赛上，中国青年男子冰壶队在
决赛中以8比7险胜东道主，赢得了
中国冰壶历史上的首枚世青赛金牌。
此番，中国青年男子冰壶队的参赛阵
容是四垒费学清（队长）、三垒关天琪、
二垒李智超、一垒谢兴银，替补位置上
则是冶建军。

提起中国冰壶，也许有些人的记
忆仍停留在昔年的女队，不过其实，中
国青年男子冰壶队已经载着厚望与使
命默默前行了许久。2006年和2010
年，这支队伍两度跻身世青赛复赛，却
又两次止步第四名，遗憾地与领奖台
擦肩而过。本届冰壶世青赛共有男女
10支队伍参赛，中国青年男子队在去
年12月以世青赛B组冠军的身份获得
入场席位，而中国青年女子队则是遗
憾地未获参赛资格。

从一路晋级的过程来看，这队中

国健儿并没有很早就显露冠军之相。
在循环赛前五轮中，他们仅仅拿到了
两胜三负，之后是凭借四场连胜才以
循环赛第三名的成绩跻身世青赛四
强。随着状态的渐渐走高，他们在半
决赛中以8比1大胜苏格兰队，又在决
赛中以8比7险胜东道主德国队，这
才迎来突破时刻。

在最终胜利来到的这一刻，已转
型为这支队伍主教练的原国手徐晓
明和他的队员们抱在了一起。运动
员时期，他的高光时刻是曾与队友们
一起获得过青年世锦赛和世锦赛的
第四名。新旧轮替，使命依然，如今
这枚金牌不仅是对当下这批队员的
肯定，也是对中国冰壶人的一次集体
鼓舞。

金牌可贵，突破难得，前景更可
期。尽管距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尚有近
三年，但相关的期望已如期而至。“当
前，米兰周期训练备战各项工作已经
全面展开，冰雪项目各运动队呈现出
竞相争先、新人不断涌现、成绩稳步提
升的良好态势。希望你们以这次夺冠
为新的起点，树立雄心壮志，坚持刻苦
训练、科学训练、创新训练、安全训练
不动摇，脚踏实地、迎难而上、负重前
行，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步！”国家体
育总局冬运中心在贺信中寄语道。

迎世青赛首金突破
承冰壶人使命向前

北京时间3月4日凌晨，
2023年体操世界杯多哈站完
成了首个决赛日的比赛。东
京奥运会吊环金牌得主、中
国选手刘洋发挥稳定，以
15.366 分获得男子吊环金
牌。值得一提的是，刘洋获
得的这枚男子吊环金牌是本
赛季中国体操队在国际比赛
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

多哈站是本赛季体操世
界杯第二站比赛，也是中国
体操队本赛季参加的首站世
界杯杯赛。参赛的中国选手
包括刘洋、肖若腾、尹德行、
陈治龙、虞琳敏、邱祺缘。除
了刘洋摘得金牌外，小将邱
祺缘在女子高低杠资格赛中
获得第一，但在决赛中获得
第六名。陈治龙获得男子自
由操第八名，尹德行获得鞍
马第八名。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吴钧雷

在多哈站，刘洋是发挥最为出色
的中国运动员。他在吊环资格赛上
使用了新编排的吊环成套动作，以
15.333 分的成绩位列吊环单项第一
名。决赛中，他拿出了更好的表现，
总分比资格赛成绩多了0.033分。而
且，刘洋在决赛中使用的动作难度分
为 6.4 分，最终的完成分为 8.966 分，

两项分数均为全场最高。
纵览刘洋的过往比赛成绩，

15.366分并非他的最好成绩，他曾多
次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中获得 15.700
以上的总分成绩。刘洋曾在2014年
和 2015 年两度获得过 15.900 以上的
总分成绩，分别是在第45届体操锦
标赛和全国体操锦标赛上，刘洋的吊
环单项分数都是15.933分，最终成功
问鼎。

如今，刘洋已经是中国体操队中
的老将了，但他的实力依然不减当年，
仍然在吊环项目上具备世界顶尖水
准。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刘洋还
曾以 15.500 分斩获体操男子吊环金
牌，这是他人生中获得的第一枚奥运
金牌，一扫里约奥运会时获得第四名、
与奖牌一步之遥的阴霾。

此番在多哈站夺得金牌后，刘洋
再现了个人的招牌动作“歪头杀”，流
露出自信、霸气的性格。刘洋表示，
由于长时间未比赛，虽然刚开始比赛
时身体有些紧，但在预赛之后就慢
慢放松了下来，拿出了最好的状
态。

刘洋再现招牌“歪头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