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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圆

2月19日，“十四冬”自由式滑雪雪上

技巧项目在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全部结

束，四个小项的奖牌花落各家，首次参加

冬运会的河南队斩获2金2铜。传统格局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前的吉林“一家

独大”到如今的“百花齐放”，自由式滑雪

雪上技巧项目在我国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

提起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吉

林是当之无愧的“大哥大”，宁琴、宁苏宁

等我国第一批雪上技巧项目代表人物都

来自吉林。从2014年到2018年再到2022

年三届冬奥会，我国有5人参加该项目比

赛，其中4人来自吉林。2014年在索契，宁

琴成为首个在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雪上技

巧比赛中亮相的中国选手。她首次参加

冬奥会便晋级决赛，最终以第18名的成

绩完赛，也是目前为止，中国运动员在这

个项目中的最好成绩。从“十二冬”到“十

三冬”，宁琴也实现了雪上技巧女子个人

项目和团体项目的两个两连冠。本届冬

运会，宁琴原本有望继续出战，但因在训

练中前交叉韧带再次受伤，只能以吉林

省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教练身份参加

“十四冬”，指导一批年轻运动员参赛。

“十四冬”出现了不一样的局面，在

四个小项中，有北京、浙江、河南、黑龙

江、吉林、广东等省区市代表团的选手登

上了领奖台，传统强队吉林没有拿到1枚

金牌，这在之前的冬运会是无法想象的。首次参加冬运会的河南

代表团，更是在这个项目上斩获2金2铜，其中郝丽赟获得女子雪

上技巧冠军，付俊逸赢得男子双人雪上技巧金牌。

“我们积极引进高水平教练员。从零开始，利用河南武术、杂

技等项目优势，选拔一批苗子队员，输送到国家集训队。”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张绍通表示，河南省的冬季项目依托于该

校建设和开展。“河南在雪上技巧项目上是从一张白纸起步，通

过一个周期的发展，发现了一批有潜力的苗子。这次冬运会取得

这样的成绩，说明我们发展雪上技巧的战略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更加坚定我们发展这个项目的决心。”

张绍通介绍，河南冰雪运动队平时训练是在伏牛山腹地，那

里建立了一个冰雪运动训练基地。另外，队伍也会利用季节性变

化，到东北、内蒙古甚至是国外训练。

本届冬运会来自南方的浙江、江苏、广东等也都在这个项目

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坚定了南方省份发展项目的决心和信心。

从“一家独大”到“百花齐放”，项目开展越来越好，整体实力比较

均衡，竞争比上一届冬运会更加激烈。

虽然自己的队员这次没有站上冬运会冠军领奖台，但是宁

琴看好队员和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前景。她表示，随着我国深

入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同时像自己这样的国内

第一批雪上技巧运动员逐渐走上教练岗位，我国在该项目上的

竞争力或将在未来有较大提升。

目前国家集训队的8名队员，除1人受伤外，其余队员都参加

了本届冬运会，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也都登上了领奖台。他们常

年在一起训练，比赛中互相帮助、互相激励，营造了良好的比赛

氛围。

客观上说，虽然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国内发展“百花齐放”，

迈上了新台阶，但在国际上还处于追赶他人的阶段。本届冬运

会，男、女单人雪上技巧的冠军成绩都只有60多分，选手在滑行

质量、回转技术发挥、空中翻转动作以及速度等各方面都与加拿

大、美国等国际高水平运动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男子、女子双

人雪上技巧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新增项目，

这给项目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也会增加项目的竞争程度。唯

有在该项目上更加努力，抓住机遇、弥补差距、迎接挑战，才能在

2026年冬奥赛场上出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

（扎兰屯2月20日电）

本报兼职记者 隋晓光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以来，辽宁省体育代表团

在赛场上已经获得18枚金牌、49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均已

超过上届，在全国名列前茅，为辽宁代表团在本届冬运会上

夺取历史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冬运会辽宁省代表团

副团长、省体育局副局长曹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辽

宁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以建设冰雪运动强省为抓手，统筹发

展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产业、冰雪旅游，冰雪运动所取

得的新成绩、新亮点遍地开花，为我国冰雪运动强国建设贡

献“辽宁力量”。

绽放冰雪激情 打造冰雪强省

作为体育大省，辽宁省共有32位奥运冠军、获得31枚奥运

金牌，是新中国体育发展的中坚力量。辽宁省冬季运动项目人

才辈出，培养和涌现出韩晓鹏、徐梦桃、徐囡囡、李妮娜、贾宗

洋、梁文豪、韩天宇等大批优秀的冬季运动项目人才，为我国

冬季项目征战冬奥会、扬威世界赛场作出了贡献。我国首枚冬

奥会雪上项目金牌，就由韩晓鹏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摘得。

曹阳介绍，辽宁冬季运动项目在北京冬

奥周期发展迅速，项目布局实现从原来的速

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等个别项目到北京冬奥

会全部7个大项、16个分项的全覆盖，并取得1金1银的成绩，

位列全国第四；在参赛人数、参赛项数及参赛成绩上均创历

史新高。近几年，辽宁不仅在冰雪队伍规模上下足功夫，也在

重点项目上进行了全面布局，以最快的方式完成组队和打造

重点运动队，以最精准的方式引进高水平运动员、教练员，以

最大限度挖掘内部潜力、跨项选材，快速成立了冬季两项队、

越野滑雪队、跳台滑雪队、雪车队、轮转冰队等全国冠军运动

队，为征战“十四冬”做好了人才储备。自“十四冬”各项目预

赛、资格赛以来，辽宁先后有350人参与，在参赛项目上，实现

16个分项均有运动员参与，共有240名运动员获得“十四冬”

决赛资格，共参加7个大项15个分项136个小项的比赛。

接下来的比赛中，辽宁冬季项目全体将士将进一步提高

站位，坚定信心，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团结一心，奋发有为，用

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践行使命。

以“十五冬”为契机 冰雪辽宁精彩纷呈

近几年，辽宁深远谋划“后北京冬奥会时代”冰雪运动发

展，积极打造冬季体育强省，有力扛起冰雪运动持续发展大

旗。去年10月，辽宁成功申办2028年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辽宁将成为首个既举办过全国运动会，又举办全国冬运

会的省份，必将全面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进一步壮大冰雪文化产业。

（下转第二版）
团长访谈

打造冰雪运动强省“冰雪辽宁”逐梦前行
———访辽宁省代表团副团长、省体育局副局长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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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前方报道组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9枚金牌、15枚奖牌

的历史最好成绩，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体能训练上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通过补齐体能短板、夯实体能根基，

为运动员冲击好成绩提供基础，增强运动员打硬仗的能

力。“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首次举办的冬季项目全国

重大体育赛事，肩负着为2026年米兰冬奥会练兵的重要

任务，本届冬运会延续了以往“严字当头”的一贯要求，第

一次将体能作为竞体比赛资格赛的准入标准，引导各方

面重视体能，磨炼意志、预防伤病，提高技术水平。与此同

时，第一次在速度滑冰、空中技巧等项目上设定进入决赛

的最低成绩标准，杜绝低水平竞争。

按照统一部署要求，“十四冬”各参赛省区市代表团

已经在去年夏天完成了体能达标测试，只有通过体能测

试的运动员才能获得“十四冬”入场券。体能测试共设有

30米冲刺跑、3000米跑、立定跳远、腹肌耐力、深蹲相对力

量、坐姿左右抛实心球等项目，参加测试的运动队、运动

员可以根据项目特点、个人特点进行选择测试。

吉林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教练宁琴认为，“十四冬”

前的体能测试非常有意义，让大家大赛前强化体能储备。

测试项目方面也提供了6选4的选择，能够把运动员身体

能力、精气神都调动起来。“体能长一寸，比赛无不胜。通

过参加这几年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体能大比武、体能测

试，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黑龙江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助理教练李爽表示，

体能对于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体能储备不够，体育

的竞技能力就会受限很多，所以体能一定要先过关。李爽

以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项目为例，如果没有足够的体

能，直接进行项目技术训练，很难达到技术高度，更重要

的是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毕竟空中翻转、腾飞等难度动

作都需要体能的支撑。

在“十四冬”上大放异彩，勇夺越野滑雪公开组4枚金

牌的重庆选手王强表示，越野滑雪本身就是体能项目，对

于体能要求很高。这几年自己通过科学训练，储备了足够

多的体能和能量，这才能在“十四冬”多项比赛中有不错

的发挥。王强说：“国际顶尖越野滑雪运动员都是身体素

质出色、体能充沛的选手，我们也需要通过后天训练提升

自身实力和水平，不断追赶国外高水平运动员。”

山东短道速滑队成了“十四冬”短道速滑公开组

的一大亮点。对于队伍的整体进步和提升，山东冬运

中心竞训部部长蔡鹏认为，强化体能，进行体能达标

测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山东省体育局始终积

极响应总局号召，高度重视体能训练工作。此次‘十四冬’

增加了体能达标测试环节，对我们参赛队员的体能水平

是一次全面的检验，同时也促进运动员教练员更加重视

体能训练，牢固树立以体能补短板、以体能防伤病、以体

能提技能、以体能强作风的鲜明导向，为我们运动员在赛

场上发挥出水平打下坚实基础。”蔡鹏说。

本届冬运会最低成绩标准的设立同样体现了“不断

提升训练质量和效益”的导向。记者在短道速滑公开组

赛场注意到，决赛前都会公布决赛最低成绩标准，

现场主持人还向观众进行了规则解释和播报。

“十四冬”短道速滑项目竞赛组组长、内蒙

古冰雪运动学校短道速滑教练张大伟认

为，最低成绩标准的设立可以“倒逼”运

动员在比赛中全力以赴，争取更好

成绩，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比赛

观赏性。速度滑冰项目裁判凌

占一也认为，速度滑冰项目设

置最低标准是为了确保比赛的

公平性和安全性。“这些最低标

准通常涉及运动员必须达到一

定的速度、技术水平或比赛经

验才能参加比赛。通过设定

最低标准，可以确保参赛选

手具备足够的实力

和技术水平，从而提

高比赛的质量和竞

争水平。”

（呼伦贝尔2月

20日电）

“十四冬”首次设置体能准入、最低成绩标准

“严”字当头 高标准锻造高水平

本报记者 李晓洁

“谢谢雪场！”“谢谢天气！”“谢谢地球！”21岁的滑雪运

动员李雪莹，用她天马行空的表达结束了赛后采访。2月20

日，“十四冬”自由式滑雪（青年组）女子障碍追逐比赛结束，

来自辽宁的李雪莹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在一天前的资格

赛中，她以1分05秒29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半决赛她以小组第

一晋级最后的大决赛，大决赛中她发挥出色获得冠军头衔。

李雪莹站在领奖台开心地摆造型，时刻保持笑容，采访

时还让记者拍照开美颜，场上霸气夺冠，场下展现出十足的

“E人”属性。李雪莹这枚金牌来之不易，从她乐观开朗的表

现，完全看不出她是带伤出战。“第一趟滑下来腿有点使

不上力，我也没想到能拿第一，滑下来就已经很棒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冠军就该是我的，证明我的努力没有

白费。”李雪莹自信地说。

李雪莹从12岁开始练习高山滑雪，2017年转项至

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转项后我就觉得这个项目

很有趣，然后就越来越喜欢。”李雪莹表示。高山滑雪

的滑行和转弯技术，能帮助她在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

有更好的速度感。教练李洋介绍，“有了滑行基础，才

能更好地完成飞跃等动作。”李雪莹放松的心态、开朗

的性格，让教练成为了那个被安慰的人，“决

赛前在起点她一直安慰我说‘没事，我能行’，

她也一直在鼓励自己。”李洋说。

刚认识李雪莹的人，无疑都会被她的开

朗所吸引。问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她大声说：“我特别‘E’，我是个特别外向的

人，特别热情。”在面对专业时，她又特别专

注、敢于拼搏。“她是一个对目标很明确的人，平时训练也展

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今天的比赛体现出了她的状态，

放松的同时尽力去拼。”李洋说。李雪莹虽然带伤比赛，但是

依旧能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谈到训练过程中是否会害怕受

伤，“肯定会害怕，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克服的，我觉得自己

挺牛的。”李雪莹说，“我

已经爱上了滑雪。”

“E人”李雪莹霸气夺冠

场上专注 场下有趣

星耀赛场

（乌兰察布2月

20日电）

辽宁队选手李雪莹在比

赛中。新华社记者 刘磊摄

作为“十四冬”短道速滑“四冠王”，孙龙离不

开强有力的体能支撑。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