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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代表团 金 银 铜
1 中国 3 2 0

2 瑞典 3 0 0

3 俄奥 2 3 2

排名 代表团 金 银 铜
4 荷兰 2 2 1

5 德国 2 1 0

6 挪威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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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冬奥

昨晚，任子威手指胸前的五星红

旗，阔步登上最高领奖台。他用一场

来之不易的胜利帮助中国队实现了冬

奥历史上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金牌

零的突破，也因此成为北京冬奥会的

双冠王。

成长
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20岁的任

子威首次出征，最终带着一枚接力银牌

回国。

善于在失败中成长，是这些年任子

威进步飞速的原因。昨天赛后，他透

露，自己之所以能够夺金与之前在上海

参赛的经验也有关系。

昨天决赛中，第一枪只滑了两圈就

因为场地原因被中止，比赛重新开始。

第二枪开始后，中国队三人轮流领滑，

尝试着压制对手，任子威也是从这一枪

开始，展现出夺金的实力。“相似的情景

在几年前上海世界杯上发生过，当时我

心态受到影响，滑崩了。”赛后总结，上海

经验助推提升，才有了如今坚持不懈笑

到最后的成功。曾在上海连续多年举办

的短道速滑世界杯见证了包括武大靖、

范可新等一大批优秀队员的成长。

昨天的比赛中，还有个细节让人

直呼“整破防了！”在第二枪中，任子威

领滑，武大靖反超。接下来，任子威和

武大靖交替领滑。而细心观众发现，

武大靖在一次任子威超越自己后，轻

轻碰了碰任子威的手，示意他“走”。

昨天赛后谈及这段战术，任子威动情

感慨：“今天我很感谢两个队友，如果

没有他们，我也拿不到这个金牌。所

以说，我觉得这块金牌不是我个人的，

而是属于团队的。”

期待
在国家队，任子威有个外号，叫“大

象”。那是时任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李琰给他起的，原因是她觉得任子威一

旦冲起来会给人一种勇往直前、难以阻

挡的感觉。“‘大象’给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并不夺目，但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

和空间，它就会向世人展示出它的力

量。”李琰一语成谶，任子威不但延续了

初见时的勇猛，如今的“大象”更升级成

“飞象”开始了自己的飞翔。

飞翔的翅膀来自日常汗水

的累积。“每天早8点

到晚7点的训练，我总是坚持到最后的

那个人。即使饱受膝伤疼痛的折磨，我

依然坚持在训练场和赛场，从不缺席。”

任子威曾这样自我评价。无论是小队

员时期的他，还是成为国家队主力的

他，在队友和教练眼中，一直是最努力

的那一个。

说任子威是劳模毫不为过。本届

冬奥会，他参加男子短道速滑500米、

1000米、1500米，男子5000米和男女

2000米混合接力，而且都有冲金实力。

昨天赛后，有人问他，手里的金墩

墩打算怎么珍藏，任子威却霸气表示，

“这又不会是我最后一个墩墩，等拿完

所有的再说呗……”任子威坦言，因为

疫情影响，这两年外出参赛机会变少，

长时间专注训练，情绪反而变得很平

静。不想让自己有太多起伏，“压住心

态，赛程很紧，后面还有3项比赛呢，我

要让身体和心理状态保持平衡。”

经历了平昌的失利，他总结经验，

投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训练中。从当初

的替补，逐渐成为中国短道速滑的核心

队员，任子威的成长肉眼可见——他的

技术日臻成熟，更为重要的是心态上变

得更加的沉稳。

随性，豁达，肆意……与以往背负

太多的冠军相比，任子威的个性为他圈

粉。昔日的“大象”已经蜕变为“飞象”，

速度上提升的同时，往日那份沉稳、可

靠随着阅历的增长，愈发醇厚。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北京今日电）

看点

今天 18:13 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决赛 宁忠岩冲金
明天 9:30 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刘佳宇、蔡雪桐出场

奖牌榜 （前六名）（截至2月8日12时）

劳模任子威
也能飞大象

告别拍戏 为冬奥会逐梦
“我想把滑雪当作业余的事做，这

样我就不用天天想着滑雪了。”8岁

时，已经在雪板上练习四年的苏翊鸣

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这么说道。

对一个孩子来说，站上雪道，意味

着一天里无数次反复的练习开始，意

味着摔倒，爬起，再摔倒，无休止的折

磨。小翊鸣这么抱怨，谁都能理解。

为什么滑雪？那个时候，你无法

要求一个8岁的孩子能作出回答，这

个问题也许会随着时间而产生答案。

2015年7月，北京申办2022冬奥

会成功。当国人在电视机前欢呼雀跃

时，苏翊鸣的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做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代表中

国去参加冬奥会。

这条职业之路，苏翊鸣走得并不

寻常。在父母的支持下，他拜师著名

的单板滑雪教练佐藤康弘。初次接触

苏翊鸣，佐藤就对这个孩子有特别的

印象。“他跟我教过的许多职业运动员

一样，有非常强烈的胜负心。训练中

他非常专注，心里有着更高的要求。”

苏翊鸣的母亲李蕾说，儿子遭遇

过不止一次严重的骨折，几回推着轮

椅上的小翊鸣去复诊，伤势恢复都要

再等等。那时的小翊鸣一言不发，抿

着嘴唇看绑得严严实实的小腿，似乎

腿上的石膏就是他眼前的障碍物，一

定要翻越过去。李蕾说，“看着孩子受

伤，比自己受伤都要心疼。我有过一

念让他放弃（滑雪），但孩子很坚定。”

有那么段时间，苏翊鸣在滑雪和

演戏上均展露天赋，特别是后者，片约

不少，被视为冉冉升起的童星。家人

都觉得演员这职业起码安全，但小翊

鸣选择了滑雪，“我喜欢演戏，但如果

要把两件事情一起做的话，会有一点

冲突。”他很清楚，要参加奥运会，就得

去挣积分，走专业路是能参加职业比

赛的唯一途径。

和苏翊鸣接触过的师长、朋友都有

这种感觉——这名少年非常早熟，他接

受过良好的教育，清楚在做什么。佐藤

教练总结：“对于自己该以什么样的方

式长大，苏翊鸣心里非常有数。”

专心飞翔 无暇再享风景
2018年，苏翊鸣入选单板滑雪国

家集训队，佐藤康弘也被聘为集训队

的教练。

在佐藤指导下，苏翊鸣开始心无

旁骛提升自己的单板水平。佐藤以严

厉甚至苛刻著称，他的眼睛就像电影

放映机，细致到弟子做动作时手指头、

脸的位置，都要精确到每一度。一个

一个台阶，苏翊鸣解锁单板滑雪那些

曾经在自己看来是天花板的技术动

作。两年前，他完成国内首个三周空

翻转体1620度动作，去年10月的内转

1980度抓板，更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

录认证。

不过对自己，苏翊鸣从未真正满意

过。他曾表示，大跳台上需要两个方向

的动作，但自己一直是一个方向好，另

一个方向还需提升。为此他选择先在

气垫上练习，再转到雪场实践。每天，

他至少练习6个小时，不停地重复新动

作，用一个夏天来打好基础。

那么，每天练得那么苦，还有当初

滑上雪道的快乐吗？苏翊鸣回答，在

这个过程中，自己对滑雪的感受在变

化。过去是享受在空中飞翔的感觉，

因为动作简单不需要太多思考，可以

欣赏景色或者看看天空，如今完成高

难度动作时，已经没有这种悠闲了，

“飞在空中就几秒钟，但脑袋里有很多

个不同的小细节拼到一块才能完成这

个动作，无暇去享受了。”

昨天决赛后，苏翊鸣拥抱了自己

的偶像麦克莫里斯，后者曾在滑雪事

故中摔破内脏器官，却顽强地回到赛

场，并第三次摘取冬奥会铜牌。麦克

莫里斯感叹，第一次见到苏翊鸣时他

还是个孩子，现在却已成为一名强大

的单板滑雪选手，“看到他能在自己的

国家达到今天的成绩，我为他自豪。”

梦想的力量有多大，在苏翊鸣身

上又一次被证明。“我一直要做的，就

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他最后说，“因为努力永远不会骗人。”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张家口今日电）

昨天下午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
障碍技巧决赛，中国小将苏翊鸣摘得银牌。打
破中国雪上项目的历史外，他是第一位在冬奥
会坡面决赛连续两轮做出转体1800度高难动
作的选手。这枚银牌也是苏翊鸣送给自己即将
18岁生日的最好礼物。

鸿
一瞥
金

■《“大象”飞起来了》 天呈 画

■

苏
翊
鸣
空
中
英
姿

■ 金子威庆祝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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