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赛程过半：来自五湖四海的他
们，让人印象深刻
　　13日，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
短短 8天里，在这个全世界冰雪健
儿追逐梦想的舞台上，已经有太多
运动员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爱吃豆包的马耳他女孩斯皮泰里、
50岁的“滑冰奶奶”佩希施泰因、
挑战 4A 动作的羽生结弦……他们
虽无缘奖牌，但都深刻诠释了奥林
匹克精神。

失误的她，笑着吃起了豆
包

　　9日的滑雪女子 U型场地技巧
资格赛上，马耳他选手珍妮丝 •斯
皮泰里面对全球观众，来了一场豆
包“吃播”。
　　比赛中，斯皮泰里失误倒地，
在成绩等待区中，她从兜里掏出半
个吃剩的豆包，微笑着对着镜头晃
了晃，吃了起来。
　　斯皮泰里说，豆包是她在冬奥
村里最爱吃的食物，每天都会吃 6
个。“早上胃口不好，什么都吃不
下，就把豆包揣兜里了，没想到在
我最沮丧的时候发现了它，我非常
需要给自己来点儿甜的治愈一下。” 
于是，即便屏幕上打出了 7.5 的超
低分，刚吃完豆包的珍妮丝脸上也
挂着笑意。

足球国度里的花滑第一人

　　和斯皮泰里一样，多诺万 •卡
里略在自己所属的花滑项目中，
也不是赛场上最出彩的选手。但以
22 名完赛的他，却终结了墨西哥
30 年无人参加冬奥花样滑冰项目
的历史。
　　和大多数墨西哥孩子一样，卡
里略运动启蒙是足球，但他最终选
择了花样滑冰。在墨西哥，这是一
项足够冷门的运动。在一家购物中
心的溜冰场里不懈努力的卡里略，
最终登上北京冬奥会赛场，实现了
他曾被嘲笑的梦想。在首都体育馆
“最美的冰”上，他也将拉美的热
情奔放，传递给每一个人。

挑战 4A 的羽生结弦

　　当然，在花滑赛场上，最受
瞩目的运动员当属日本选手羽生
结弦。在 10 日的花样滑冰男子单
人滑自由滑比赛中，羽生结弦向
4A( 阿克塞尔四周跳 )发起挑战，
他甚至直言这比冬奥三连冠更加重
要。
　　遗憾的是，羽生结弦最终没能
挑战成功。赛后采访区，意难平的
羽生结弦坦言：“我付出的可能是
没有回报的努力。”但无论挑战成

功与否，无论是否实现三连冠，执
念于 4A 的羽生结弦，已经赢得了
尊重。

“滑冰奶奶”佩希施泰因

　　同样拥有情怀和执念的，是
49 岁的德国名将佩希施泰因，在 5
日的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比赛中，
被誉为“滑冰奶奶”的她与中国选
手阿合娜尔 •阿达克在首组出场。
　　佩希施泰因首次参加冬奥会是
在 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在
冬奥赛场共夺得 5金 2银 2铜。走
过 20 载，在本月底就将年满 50 岁
的佩希施泰因，在北京冬奥会赛场
上，她实现了第 8次参赛，成为世
界上首位参加过 8届冬奥会的女选
手。
　　冲线的一刻，佩希施泰因笑容
满面，虽然排在第 20 名，但赛后
她动情地说，“重要的是我来到了
这里，滑到了终点，我为自己感到
无比自豪。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这可是我的第八次奥运会，这比成
绩更为重要。”
　　奥林匹克不仅是争金夺银，北
京冬奥会跨过半程之后，相信在这
片追逐梦想的舞台上，还会有更多
佳话诞生，诠释着那份纯粹而又向
上的奥林匹克精神。

　　13 日下午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
赛中，中国队以 6：5战胜平昌冬奥会亚
军韩国队，获得两连胜。
　　目前中国队战绩2胜3负，排名第七。
12 日晚中国队 9：6战胜平昌冬奥会冠军
瑞典队，取得首场胜利。
　　韩国女子冰壶队曾获得 2018 年平昌
冬奥会亚军，北京冬奥会循环赛中，韩
国队 9：7战胜英国队，9：5战胜俄罗斯
奥委会队，7：12 不敌加拿大队。
　　本轮比赛中，第一局韩国队先手偷
得 2分，第二局中国队凭借最后一壶的
精准轻磕得到1分，上半场双方打成平手，
第八局中国队获得 2分，以 5：4领先韩
国队。第十局双方战至 5：5平手，进入
加局。中国队最终后手得 1分，以 6：5
击败韩国队。
　　队长韩雨赛后表示，韩国队是一支
中区进攻特别强的队伍，我们赛前战术
安排是提前抢占好对手要进攻的位置，
我们主动去带着他们打。前两局稍微有
一些被动，第三局开始我们打的就更进
攻一些，把局势扭转过来了。
　　14 日上午，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
四垒王芮说，通过这两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整个团队更自信了。不管对手是谁，
我们都要做好自己，去拼每一场比赛，
打好每一个球。

中国女子冰壶队 6：5
击败韩国队 获得两连
胜

　　本届冬奥会开赛以来连破纪录的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终于有一项纪录
属于中国队——在 12 日进行的速度滑冰
男子 500 米决赛中，中国代表团开幕式
旗手高亭宇以打破奥运纪录的成绩夺冠，
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在本届冬奥会上的
第四枚金牌。
　　在当日的“冰丝带”，在第七组出
场的高亭宇以 34.32 秒的成绩打破奥运
纪录，并排名当时的第一位。在 15 组共
30 名选手比赛结束后，高亭宇依然保持
着领先优势，最终获得冠军，这也是中
国速度滑冰男子项目在冬奥会上的首枚
金牌。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20 岁的
高亭宇在该项目上获得铜牌，为中国实
现了男子速滑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上，张虹在速度滑冰
女子 1000 米决赛中获得金牌，为中国获
得速度滑冰首枚冬奥会金牌。在连续三
届冬奥会上实现三大突破，中国速度滑
冰队的进步也体现着“中国速度”。
　　巧合的是，高亭宇和 8年前夺冠的
张虹均是在第七小组出发，而高亭宇领
先第二名韩国选手车旼奎 0.07 秒，网友
将此戏称为“七开得胜”。
　　“冰丝带”当日还进行了速度滑冰
女子团体追逐赛 1/4 决赛，中国队位居
第五无缘半决赛。日本队以 2分 53 秒 61
打破奥运纪录，与加拿大队、荷兰队和
俄罗斯奥委会队携手晋级半决赛。

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
决赛：高亭宇破纪录
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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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00后”小将表现亮眼
　　他们缔造突破，成绩斐然。
　　他们自信洒脱，朝气蓬勃。
　　他们经霜历雪，百折不挠。
　　他们，就是亮相冬奥赛场的中
国“00 后”运动员。
　　从开幕式上的旗手、主火炬手，
到赛场上的奖牌得主，北京冬奥会
开幕以来，中国的“00 后”小将
们用一次次令人惊艳的表现自信地
向世界证明，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体
育军团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屡创佳绩

　　2月 11 日，北京冬奥会进入
第 7个比赛日。从位于延庆的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传来好消
息，在北京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前
两轮比赛中，出生于 2002 年、在
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赵
丹表现不俗，暂列第 4。赛后，赵
丹心情不错，还主动向媒体的镜头

招了招手。她和队友黎禹汐当天完
成中国女子钢架雪车的冬奥首秀，
实现历史性突破。
　　在本届冬奥会上，为中国体育
开拓历史的“00 后”远不止赵丹
一人。
　　在 2月 9日进行的北欧两项比
赛中，在开幕式上成为主火炬手之
一的另一位“00 后”赵嘉文，同
样创造历史。他成为首位征战该项
目的中国选手，并且顺利完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