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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秒32！奥运会纪录！
中国选手高亭宇 12 日创造

历史。这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
金牌，是中国在冬奥会速滑项目
上的男子首金，也是本届冬奥会
中国代表团第四金。

至12日赛事结束，北京冬奥
会共决出58枚金牌，共创2项世
界纪录、13项奥运纪录。

北京冬奥会适逢中国农历春
节，从贴春联、吃饺子到火遍全球
的“冰墩墩”，中国文化元素与冬
奥会碰撞出令人目不暇接的绚丽
色彩。赛事过半，冬奥闭环内没
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全球运动员、
教练员、官员们纷纷点赞冬奥场
馆设施周全、赛事组织严密和中
国人民的热情好客。赛场内外，
一个个精彩的瞬间在这里定格，
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在此处上演。

北京，历史上首座“双奥之
城”，张开双臂向世界发出召唤：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简约、安全、精彩
“双奥之城”惊艳世界

2月 4日，立春，北京冬奥会
开幕。一簇“迎客松”焰火在国家
体育场鸟巢上方绽放，91朵写着
参赛代表团名字的“小雪花”汇聚
成一朵“大雪花”，化身北京冬奥
会主火炬台。

从令外国记者频频发出惊叹
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到展现中
国智慧和环保理念的“点火”构思
……一场简约而又精彩的开幕
式，拉开了北京冬奥会的大幕，也
奠定了本届赛事的基调。

“简约、安全、精彩”，这是中
国向世界做出的承诺。

大国一诺，重于泰山。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

冬奥会筹办期间，就一再为北京
打“call”，请人们一定要到北京去
看看，中国朋友是如何将可持续
发展理念和节俭办奥理念融入到
北京冬奥会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的。

美国自由式滑雪男子选手亚
历山大·霍尔对首钢滑雪大跳台
印象深刻：“背后那些‘疯狂的’烟
囱很酷！”

这里正是巴赫心心念念想让
世界看到的冬奥场景之一。十四
年前，借北京奥运会举办契机，始
创于1919年的首钢集团从这里
迁走，留下了工业遗存。而今，园
区已停用的烟囱和冷却塔成为大
跳台项目运动员腾空时的绝妙背
景，通过转播画面让全世界看到
了“中国创意”。美联社在报道中
感叹，一家关闭的钢铁厂把冬奥
会运动员送上了天空。

北京冬奥会共使用了 14个
2008奥运场馆遗产。国际奥委会
品牌和可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
瓦认为，这种场馆利用模式，汇集
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的优
点，新建场馆也从一开始就充分考
虑赛后利用需求，这种办赛理念为
未来的奥运会提供了借鉴。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
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则看到了

“无形遗产”的力量：就像2008年
奥运会一样，北京冬奥会的遗产
也将影响一代代中国人，“你可以
看到，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冰雪
运动国家，而这也将进一步影响
整个国家和社会”。

如今，中国已提前实现“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民众观
看冬奥会、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随着冬奥会开幕日益高涨。社交
媒体上关于冬奥会的“热搜”“爆
点”令人目不暇接，网友们纷纷表
示：“第一次发现冰壶这么有意
思”“我也要去学单板，简直太酷
了”……

北京冬奥会可不止在国内
“火”，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
（OBS）首席执行官伊阿尼斯·埃
克萨科斯表示，根据相关数据，北
京冬奥会已经成为迄今收视率最
高的一届冬奥会，而在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旗下的数字平台上，北
京冬奥会也成为收视率最高的一
届冬奥会。埃克萨科斯很满意地
说，截至9日，全球社交媒体上有
20亿人次的关注。

冬奥会的“火”，其实从吉祥
物“冰墩墩”就能看得出来。这个
戴着一层“冰外壳”的熊猫已经成
为全球网友新宠，运动员们纷纷
表示表示太想要一个“金墩墩”
（颁奖版）了，很多外媒记者也成
为“冰墩墩”的铁粉，日本记者辻
冈义堂甚至把新闻直播做成了

“带货直播”，如今“冰墩墩”在全
球都是“一墩难求”。

高关注意味着高品质。“冰丝
带”不断产生新纪录，“最快的冰”
背后，是高科技含量的注入和对
冰面高标准追求的精益求精。当
走南闯北的德国老牌雪车教练利
奥波德看到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赛道“雪游龙”时，赞叹说这是

“超凡之作”“雪车运动中的终极
水平”。冬奥会适逢春节，如何让
全球运动员感受中国春节的“年
味”，三大赛区各显神通，外国运
动员们也入乡随俗，美国单板滑
雪选手朱莉娅·马里诺就成了“饺
子粉”：“冬奥会以来，我已吃了
200个饺子。从山上（训练）一回
来，就得吃一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体
育大赛都面临“安全”考验。当下，
奥密克戎毒株肆虐全球，其传染性
远胜往昔，为了运动员们能安全参
赛，北京通过高效得力的防疫机
制，打造了一个足够安全的闭环。
赛事过半，冬奥闭环内没有发生聚
集性疫情。埃克萨科斯说：“对于
运动员来说，安全参赛意义重大。
目前看，这是一届极其安全的奥运
会。”

安全又充满弹性的环境也让
运动员感觉很舒适，荷兰速滑名将
克罗尔直言：“如果只有一个国家

（地区）能（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举
办冬奥会，那一定是中国。我们应
该庆幸冬奥会在这里举行。”在他
看来，在保证防疫安全和给予运动
员一定的自由之间，组委会找到了
很好的平衡。

突破与圆梦
这是“奥林匹克时间”

17岁的苏翊鸣圆了自己11岁
时树立的梦想：“我要代表中国去
参加冬奥会，然后取得好的成绩为
国争光。”2月7日，他站在了北京
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的领奖台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之下的世界动
荡变革期，北京冬奥会为全世界运
动员搭建了一个展现自我、超越自
我、实现梦想的舞台，向全世界人
民宣示体育的凝聚力。

美轮美奂的“冰丝带”里，每天
都在创造历史。一项世界纪录、八
项奥运纪录，其中多个纪录已尘封
20年之久。非凡的选手在这里圆
梦，夺得速滑首金的荷兰选手伊雷
妮·斯豪滕激动地说：“我从小的时
候，就有一个大梦想，那就是拿到
一枚奥运金牌。今天，我做到了。”

短道速滑赛场也诞生了一项
世界纪录和五项奥运纪录。中国
短道速滑队不负“王者之师”美誉，
开赛以来已夺得两金，领跑群雄。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首
次实现7个大项、15个分项“全项
目参赛”，其中35个小项是首次站
上冬奥舞台。在已经结束的比赛
中，中国选手摘得4金3银1铜，以
及数不清的“第一次”、一系列的

“历史最佳成绩”，让世界看到了中
国选手的风采与努力。

半程战罢，奖牌榜上德国、挪
威、美国、荷兰、瑞典等老牌劲旅依
旧排在前列，在前两届冬奥会上均
斩获两位数金牌的加拿大目前仅
得1金，中国则已超越前两届冬奥
会，逼近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5
金的最佳战绩，很有可能在本届创
造历史最佳。

冲刺、突破、圆梦，在北京冬奥
会上，五环旗下的运动员们将“精
彩”的定义一次又一次推向新高
度。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
取功勋。”一众老将在北京冬奥会
证明着自己的宝刀不老。36岁的
荷兰速滑老将伍斯特在不被看好

的情况下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
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夺得了自己
五战冬奥会的第6枚金牌，也是
第 12 枚奖牌。赛后伍斯特说：

“希望有更多人相信，年龄不是问
题，只要拥有夺冠的雄心，就一定
能做到！”

老将老当益壮，年轻人也不
遑多让。18岁的谷爱凌让世界刮
目相看。大跳台最后一跳她拿出
此前从未做出的超高难度动作
——偏轴转体1620度，向金牌发
起冲击。凭借近乎完美的发挥，
谷爱凌逆转夺冠。当然，她超越
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同样优秀，
在第一轮就完成了偏轴转体
1620度的超难动作，两人这个动
作的得分也一模一样。在自由式
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场上，她们
是当之无愧的“雪上双璧”。

连续两届亚军后，23岁的日
本单板滑雪选手平野步梦终于在
北京让奖牌换了个颜色，赢得U
型场地技巧冠军。平野步梦同时
还是一名“双奥”选手，去年东京
奥运会他参加了滑板比赛。

“跨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但捷克姑娘埃丝特·莱德茨卡
却又一次单双板“双修”。四年前，
她在平昌冬奥会同时获得单板滑
雪平行大回转、高山滑雪超级大回
转两项冠军，此次在北京，她在单
板项目成功卫冕，超级大回转比赛
未能站上领奖台。完成“跨项”的
还有33岁德国选手丹尼斯·赫尔
曼，作为索契冬奥会越野滑雪铜牌
得主，她在北京勇夺冬季两项女子
15公里个人赛冠军。

更传奇的是46岁的巴西人雅
克利娜·莫朗，她作为运动员参加
了五届冬奥会和三届夏奥会，其中
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也让
她成为绝无仅有的参加了北京奥
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奥林匹克精神闪耀

2月5日晚，“冰丝带”迎来了
第一个奥运纪录，但所有人目光
的焦点，都聚集在全场最慢的那
个人身上——而她，是这个项目
的原奥运纪录保持者。

49岁，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女
子冬奥选手；八届，历史上参加冬
奥会次数最多的女运动员；在过
往七届中，总共拿下5金2银2铜
——德国人克劳迪娅·佩希施泰

因到达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终
点线时，高举双臂，迎接属于自己
的“第一”。

“我是笑着滑过终点线的。”
克劳迪娅声音微颤，“我实现了自
己的目标，这可是我的第八次奥
运会。”

“更快、更高、更强”，是向冠
军攀登，更是一次次向自己挑战，
这正是奥林匹克精神最动人之
处。

41岁了还没拿过第一，这算
不算失败？法国人约翰·克拉雷
可不这么想。在人生第一次登上
冬奥领奖台，挂上一枚沉甸甸的
银牌时，克拉雷觉得自己是最幸
福的人：“不管你是20岁还是41，
这都不重要。这是块奥运奖牌
啊 ，这 已 经 是 很 美 好 的 回 忆
了。”——当然，他其实拿了个“第
一”：凭借这枚奖牌，他成了冬奥
史上年龄最大的高山滑雪奖牌获
得者。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小将
高宏博，在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
地技巧资格赛中只进行了简单滑
行，甚至连一次空中转体也没有
做。但这并非实力不济，而是因
为赛前训练时他意外脚踝骨折，
对21岁的他来说，“我来过”是为
了不留遗憾。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运
动员们比谁都更理解“更团结”的
意义。

对17岁的苏翊鸣来说，领奖
台上两位加拿大选手都是他的偶
像和英雄。赛场上拿出绝活一拼
高下，赛场下则格外惺惺相惜。
当有网友质疑裁判打分时，苏翊
鸣和他的教练共同发声，恳请公
众终止批评。

当苔丝最后一跳失误，跌坐
在雪面上痛哭的时候，获得冠军
的谷爱凌没有肆意庆祝，她和铜
牌得主玛蒂尔德·格雷莫走到苔
丝身边，安慰这名去年初痛失父
亲的法国姑娘。“我们之间的感情
很好，我们一起滑雪、一起做喜欢
的事，恰巧又是朋友，这种氛围非
常好。”格雷莫说。

北京冬奥会上，有太多和金
牌、领奖台无关的故事和感动。

24 岁的爱尔兰雪橇手埃尔
莎·德斯蒙德用了15年，成为爱
尔兰史上首位雪橇运动员、以一
己之力创建爱尔兰雪橇协会，终
于站上了冬奥赛场；多诺万·卡里
略是墨西哥30年来首位参加冬
奥会的花滑选手，并在短节目、自
由滑和总成绩上都创造了个人的
历史最佳战绩；中国台北姑娘李
玟仪为了在高山滑雪女子回转比
赛中完赛，一步步向上攀登，返回
自己错过的旗门，这是因为在她
心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清华大学学生孙泽宇没想
到，自己在开幕式上一声“Wel-
come to China（中国欢迎你）”，
竟然引来了一场社交媒体寻人。
在网友的接力寻找下，美国单板
滑雪选手特莎·莫德和孙泽宇成
了“网友”。18岁的莫德将“中国
人的友爱与好客”记在了心里。

未来八天里，冬奥健儿们还
将在北京冬奥会上奋勇拼搏。还
有更多的传奇将诞生，更多的历
史将被创造，让我们携起手来，共
同见证北京冬奥会书写和平、友
谊、进步的新篇章，奏响“一起向
未来”的交响曲。

新华社（执笔记者：王恒志；
参与记者：林德韧、王春燕、姚友
明、吴鲁、刘金辉）

惊艳、突破、圆梦
——北京冬奥会半程综述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主火炬（2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