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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 洁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是北京冬奥会

后我国首次举办的全国冬季项目大型体育赛

事，一项重要任务是进一步培养壮大冬季项目

后备人才，服务米兰冬奥会备战参赛目标，提

升我国冬季运动综合竞技实力。为此，‘十四

冬’在项目设置、竞赛规则、场地设施标准、竞

赛服务和组团形式等五个方面全面对标米兰

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王磊表示。

在项目设置上，本届冬运会首次与冬奥会

设项完全一致。“雪车、雪橇、滑雪登山等均是

首次在全国冬运会设项。”王磊说，“米兰冬奥

会设置8个大项116个小项，‘十四冬’则是8个

大项176个小项，多出的60个小项设在了青年

组，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等优势项目及冰球、越野滑雪、高山滑雪等基

础大项都增加了青年组，目的就是让更多优秀

的年轻运动员尽早在冬运会的舞台上展示，有

利于下一步米兰冬奥会的人才选拔。”

在竞赛规则上，“十四冬”所执行的竞赛规

则都是目前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最新规则，也

就是两年后米兰冬奥会的竞赛规则。同时在一

些项目上聘请了外籍裁判，帮助运动员和教

练员更好地理解项目竞赛规则的要义，更好地

适应两年后冬奥会的执法裁决。另外，“十四

冬”首次实行运动员体能准入，首次在部分项

目设定决赛最低成绩或难度标准，让运动员在

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竞技，提高备战米兰的实际

效果。

在场地设施标准上，“十四冬”设置了北京

延庆、河北张家口两个分赛区，内蒙古也有四

个赛区，其场馆、场地或新建或经过升级改造，

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标准。一方面充分利用

了北京冬奥会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运动员

都能够在奥运标准的场地进行比赛，以便在两

年后的米兰更适应冬奥会的赛场环境。

在竞赛服务上，北京冬奥周期培养的一大

批国内裁判员、专业技术官员等为“十四冬”提

供赛事服务。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得

到锻炼的滑雪医生团队，在“十四冬”比赛中继

续为运动员保驾护航。

在组团形式上，“十四冬”首次以省、自治

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团参赛。王磊介绍：“‘十四

冬’共有3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

行政区，再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石油

行业体协，共有35支代表队参赛，已经接近第

十四届全运会36支代表队的规模。”他认为，这

样的创新充分调动了各省区市乃至全国发展

冰雪项目的积极性，彰显了北京冬奥会释放出

的巨大“红利”，凸显了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战略的成效，让我国冬季项目呈现持续蓬

勃发展的旺盛生命力，为完成好米兰冬奥会备

战参赛目标打下更好的基础。

（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丰佳佳

2月17日，“十四冬”单板滑雪障碍追逐

项目公开组及青年组个人项目预赛在内蒙

古乌兰察布凉城滑雪场举行，难度颇高的

赛道为选手的晋级路增添不少“麻烦”。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个人赛预赛

共两轮，取最好成绩作为晋级成绩，排名

前16位的选手晋级。由于公开组女子以及

青年组男子、女子3个项目的参赛运动员

均少于16人，所以这3个项目的预赛运动

员顺利完赛即可晋级。公开组男子障碍

追逐项目预赛有24位运动员参加，预赛阶

段将淘汰8人。

因为涉及到淘汰，公开组男子障碍追

逐的预赛相比其他组别要更紧张刺激。在

第一轮预赛中，前8位上场的选手有6位摔

倒，尤其赛道后程的波浪道，极为考验选

手的控板和平衡能力，连续多位选手在倒

数第三个“波浪包”落地失误。

出发顺序靠前的选手接连摔倒后，后

续出发的选手开始注意控制速度。贵州队

运动员王会杨在最后阶段“控速”后身体

连续晃动险些失去平衡，好在他有惊无险

顺利完赛，并以1分08秒08的成绩晋级。公

开组男子障碍追逐预赛第二轮的开赛时

间临近中午，气温升高、光照渐强，赛道表

层雪质开始变软，影响了运动员的滑行及

加速。

虽然公开组女子障碍追逐以及青年

组男子、女子障碍追逐3个项目的预赛只

要运动员有完赛成绩就能晋级，不过有望

冲击奖牌的选手为了后续在淘汰赛阶段

有更满意的分组和优先选择出发旗门的

机会，还是希望以优异的成绩晋级。

公开组女子障碍追逐第一轮预赛第

一位出场的是内蒙古队选手包海霞，冲到

终点，她立即和教练员复盘比赛过程，“我

太紧张了没敢放开，后半程减速了。”

接下来的淘汰赛，选手们将根据成绩

分组。比赛时，同组运动员一起出发竞速，

争夺最优滑行线路，比赛将更具观赏性。

本届冬运会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将产

生5枚金牌，个人项目（公开组男子、女子

以及青年组男子、女子）的4枚金牌将于2

月19日产生，公开组障碍追逐混合团体决

赛将于2月21日举行。

（乌兰察布2月17日电）

“十四冬”五大举措对标米兰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开赛

选手挑战高难度“波浪道”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诞生两金

年轻项目 新人抢眼
本报记者 弓学文

2月17日，“十四冬”自由式滑雪公开组男子、

女子大跳台比赛在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激情上

演，杨昊、刘梦婷分别为内蒙古队、吉林队斩获男

子、女子金牌。

大跳台比赛群雄逐鹿，不仅有杨硕瑞、何金博

等在北京冬奥会亮相的强手，还有拼劲十足的新

面孔。自由式滑雪公开组女子大跳台共有15名选

手参赛，前八名晋级决赛。刘梦婷以90分第一名的

成绩晋级决赛，河南队杨如意以88.75分紧随其后。

决赛战况愈演愈烈，刘梦婷决赛第三轮下来后，第

一时间便开心地和教练说：“我这个动作做好了，

我抓到板了。”她最终以总分167.00分获得第一名。

“发挥出了正常水平，达到了自己的预期效果。”刘

梦婷说，“这次参赛选手的水平都非常高，尤其是

从预赛到决赛，间隔两个小时，最后一跳我完成得

很好。”

刘梦婷从事滑雪运动有8、9年的时间，经常征

战国际赛场，“与世界强手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

的目标就是做好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堂训练课、每

一场比赛，逐步缩小差距，做更好的自己。”接受采

访时，刘梦婷抱着雪板，雪板上刻着一个“谷”字，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是谷爱凌的同款雪板，她

非常优秀，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去学习，我也

把她当作我的榜样。”

自由式滑雪公开组男子大跳台比赛共有14名

选手参赛，前八名晋级决赛。预赛中90分以上的成

绩接连出现，最终杨昊以95.50分占据上风，河南队

何金博以93.25分位列第二，吉林队袁铭以90.75分

获得第三。决赛成为杨昊与何金博各显身手的舞

台，最终杨昊技高一筹，以174.75分获得第一名，何

金博以172.25分位列第二。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是“冬奥家族”中最年轻的

项目，“十四冬”赛场也基本成为“00后”的战场，虽

然这个项目我国起步较晚，但后备人才正在源源

不断地涌现出来。 （扎兰屯2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周 圆

夺得“十四冬”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公开

组冠军后，蔡雪桐拿出手机，和亚军刘佳宇、季军邱

冷一起自拍。“我喜欢站在领奖台上，和大家留张

影。”蔡雪桐说。从2008年第一次参加冬运会到如今

夺冠，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

2月16日，在女子组预赛中，蔡雪桐和刘佳宇两位

老将携手晋级决赛，冠军争夺也主要在她们之间展开。

第一轮滑行，倒数第二个出场的刘佳宇获得83.50分，

最后一个出场的蔡雪桐拿到了85.75分，暂列第一。第

二轮和第三轮，刘佳宇都出现了失误，第三轮最后一个

出场的蔡雪桐已经提前锁定了冠军。“如释重负。”第四次

参加冬运会的蔡雪桐说出了那一刻的心情，“在我的职业生涯

中从来没有拿过这个冠军，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很高兴。”

北京冬奥会上蔡雪桐屈居第四，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心情都很低落。“现在回想那个画面，心情还是难

以平复。”赛后蔡雪桐哽咽了，北京冬奥会是她职业生涯最难忘的比赛，也

让她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蔡雪桐重新回到赛场。“我很享受单板滑雪带给我的

乐趣，非常享受赛场。我还有目标，还有动作上的挑战，我觉得自己还有潜力。”

2022至2023赛季，重整旗鼓的蔡雪桐在国际雪联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上获得了

1金1银。2023年3月，她第三次夺得单板滑雪世锦赛金牌。随后经历了夏训和体能训练，2023

年底，蔡雪桐在国际雪联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

分站赛（云顶站），在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张家口

崇礼云顶滑雪公园夺冠，重新证明了自己。

近两年，蔡雪桐看到这个项目涌现出了很多

有潜力的小将。作为我国该项目第一批运动员，蔡

雪桐由衷感到开心。“之前我们走过的弯路，每一

步的试探，他们都可以避免了。”蔡雪桐说，“如今

选手越来越年轻，有很多新星涌现出来，有拼劲，

动作越来越成熟，如果这次冬运会青年组的运动

员也可以参加公开组，竞争会更加激烈。”

到今年9月，蔡雪桐滑雪就已经20年了。“我非

常喜爱这个项目，单板滑雪就是很放松的感觉，我

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因为热爱，在30多岁的年

龄，蔡雪桐依旧还想继续滑。如今蔡雪桐更享受单

板带来的更加纯粹的乐趣。“想做什么动作，做成

了我就很开心，把动作很帅地做出来也是一种释

放，不仅仅是成绩。”蔡雪桐说，年轻时候自己一心

想出成绩，但现在她更专注自己的表现，这是最大

的变化。

对于两年后的米兰，蔡雪桐没有太多的设想，她

只想专注当下，保持好竞技状态。如果可以坚持到米

兰，她就会全力以赴。

（扎兰屯2月17日电）

2003年中国开始开

展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

项目，蔡雪桐、刘佳宇、张义

威是我国第一批从事这个项目的

运动员。20年后，在“十四冬”单板滑

雪U型场地技巧比赛中，这3位“30+”的

老将再次摘金夺银。如今，他们依然是国内

这个项目最好的运动员，宝刀未老，只因热爱。

第四次冬运会之旅，黑龙江运动员蔡雪桐

终于圆了冠军梦。蔡雪桐在冬运会上的经历和

冬奥会一样，一次次遭遇失利，一次次选择坚

持。“没办法一直沉浸在那种情绪当中，如果是

那样就没法滑了，但当我不滑的时候，我会更想

滑。”北京冬奥会无缘领奖台，是对项目的热爱，

让蔡雪桐继续坚持。来到扎兰屯备战“十四冬”，

蔡雪桐心态很放松，她享受着单板滑雪带来的

快乐，关注在自己的比赛过程中，也得到了最好

的结果。

夺冠后，蔡雪桐和同样来自黑龙江的亚军

获得者刘佳宇相拥，两位老将一起自拍，留下

幸福时刻。“太快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我

没那么大！”8年前，刘佳宇在“十三冬”夺冠，那

是她时隔8年再夺冠，如今又一个8年。之前在

瑞士受伤，这次冬运会刘佳宇是带伤作战。“能

参加比赛我就很开心。”走下赛场，手扶着腰的

刘佳宇面带微笑回答记者的问题，她还是那个

爱笑的女孩，就像20多岁一样。“中国单板滑雪

进步很快，现在我能参加比赛就很快乐，和大

家一起把最好的水平展现给观众，开心滑就可

以了。”刘佳宇说，“喜欢这个项目，是成为优秀运

动员的关键。”

上一届冬运会正值运动生涯黄金期的张义

威，由于在之前的比赛中受伤，遗憾错过。8年后，

已经远离国际国内大赛一段时间的张义威选择再

参加一届冬运会。“自己30多岁了，能和年轻选手

一起参赛，我觉得已经很成功了。虽然有些遗憾，

但我尽力做到最好，亚军的成绩欣赏接受。”张义

威说。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3位老将互相调侃，仿佛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未来张义威将继续把更多精

力放在青少年培训上，用这样的方式，延续他对

这个项目的热爱。蔡雪桐和刘佳宇会继续专注在

赛场，“我争取和桐桐携手再干一届冬奥会。”刘佳

宇说。

（扎兰屯2月17日电）

冬运会圆冠军梦

蔡雪桐专注当下眺望米兰

单板滑雪三位“30+”老将摘金夺银

宝刀未老 只因热爱

本报记者 周 圆

（上接第一版）

作为扎兰屯人，杨昊在家门口参赛自然少不

了亲朋好友助阵。“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通过直播看

我比赛，第二轮比赛结束后，我便给他们打了电

话，让他们快到现场来，我可能要夺冠了，领奖台

见！”杨昊说。

来到颁奖区，杨昊的父亲、母亲和姐姐早已等

待在此，一家人满脸笑容地和人们讲述着杨昊的

成长故事。“很激动，孩子能够为内蒙古争光。”杨

昊的父亲杨金福说，最开始家里并不希望他练滑

雪，后来看他实在喜欢，全家就开始全力以赴地支

持他。

虽然已经获得了全国冠军，但杨昊未来的路

远不止于此。“每一名运动员都希望可以参加奥

运会，以为国争光为目标，我也不例外。”杨昊说，

“接下来我想多参加一些国际比赛，去完成我的

梦想。”

（扎兰屯2月17日电）

杨昊在完成比赛后庆祝。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蔡雪桐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安灵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