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7日，工作人员在整理雪面。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日前各项备赛工作进入
冲刺阶段。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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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9日
电 中国跳台滑雪队在北京
冬奥会上的参赛人数和项
目数均创历史纪录，这支过
去鲜为人知的“飞行军”，如
今迎来了新的起点。

本届冬奥会中国队
的彭清玥和董冰将参加
女子个人标准台，宋祺武
将亮相男子个人标准台
和男子个人大跳台，此外
中国队还将参加新增项
目混合团体标准台。这3
位新人均是通过跨界跨
项选拔加入跳台滑雪队，
彭清玥和宋祺武分别只
有 17 岁和 20 岁，25 岁的
董冰虽然是从北欧两项
跨项而来，但入队前她并
无国际比赛经验。

忆 往 昔 ，中 国 队 在
2006 年都灵冬奥会首次
参加跳台滑雪项目。当时
只有男子组赛事，李洋获
个人标准台第 44 名无缘
决赛。等再次有中国跳台
滑雪选手征战冬奥，已是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常
馨月作为首位参加跳台滑
雪女子比赛的中国选手，
在个人标准台比赛闯入决
赛获得第20名。

和李洋、常馨月等前
辈相比，彭清玥他们是幸
运的。如今这些“雏鹰”
不用再受训练条件所困，
可以在河北涞源国家跳
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使
用最先进的训练设施，这
里的两个跳台滑道按照
北京冬奥会崇礼赛区“雪
如意”1 1 比例打造而
成，还建成了世界体量最
大、训练功能最完备的跳
台滑雪风洞实验室。

“我们男子项目在获
取奥运资格的比赛过程
中，中国队选手（宋祺武）
首次进入了世界杯级别
的决赛圈，并获得了积
分。”国家体育总局冬运
中心训练五部部长、跳台
滑雪领队许高航说，“我
们的女运动员在夏季的
比赛当中不同人次获得

了有 FIS 杯的冠军，还有
洲际杯的前三名，取得了
非常大的进步。”

即便有科研基地的
“加持”，个人的天赋和努
力也必不可少。来自云南
的京族小将彭清玥，虽然
因为身材小、体重轻在比
赛中只能使用青少年雪
板，但她良好的身体素质
和爆发力在本赛季引起了
其他队伍教练的关注，“他
们说这个姑娘非常有天
赋，应该是我们未来非常
大的一个潜力所在”。

2019 年从田径跨项
接触跳台滑雪的宋祺武，
不到两年时间就能在训练
中跳出 141.5 米的成绩。
董冰在本赛季的夏季洲际
杯上曾获得总积分第三
名。经验和抗压能力不
足，是这几位新人在冬奥
会时最大的挑战，如果能
调整好心理状态，或许能
超越前辈，飞出新高度。

和站在新起点的中国
队一样，北京冬奥会跳台
滑雪的争冠形势，也将见
证新势力的崛起。

男子方面，三届冬奥
会金牌得主、34岁的波兰
传奇卡米尔·斯托赫此番
将亮相北京，但由于踝关
节伤病问题，已难复当年
之勇。日本名将小林陵侑
和德国飞人卡尔·盖格尔
在本赛季的总积分榜上齐
头并进，甩开其他选手一
截，自然是冠军的最有力
争夺者。

女子赛事很可能成为
20 岁的奥地利超新星玛
丽塔·克拉默的独角戏，本
赛季世界杯她8次站上领
奖台5次夺冠。平昌冬奥
会季军、日本名将高梨沙
罗将再次为成为首夺跳台
滑雪奥运冠军的亚洲女选
手而发起冲击。而平昌冬
奥会金牌得主、2019 和
2020世锦赛冠军玛伦·伦
德比，则因身体原因宣布
将不参加新赛季包括北京
冬奥会在内的所有赛事。

新起点，中国“雏鹰”期待新高度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29
日电“北京城，飘雪花，
片片都是你我他，我们相
约长城下，五环牵手耀京
华……”北京京剧院创作
的冬奥歌曲《北京雪花飘
起来》29日正式发布。

据北京京剧院介绍，
冬奥京歌《北京雪花飘起
来》旋律优美动人、演唱充
满激情，以多行当、多流派
唱腔，展现出京剧音乐的
独特魅力。音乐视频中将
故宫、景山、北海等北京中
轴线文化地标符号融入其
中，凸显出京味儿文化特

色；还融入了冬奥场馆的
精彩画面，“冰丝带”在阳
光下晶莹夺目，雪车雪橇
赛道蜿蜒山岭，“雪如意”
展现中国风。这首歌曲从
听觉到视觉，融入了丰富
的中国文化元素，对奥林
匹克精神进行了精彩的阐
释和创新表达。

据介绍，《北京雪花飘
起来》由著名戏曲音乐家
朱绍玉担任艺术指导，由
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青
年编剧崔效菊作词，青年
作曲人乔欣作曲，青年编
曲人东楠编曲。

北京京剧院推出冬奥歌曲
《北京雪花飘起来》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坡
面障碍技巧当属冬奥会观赏性
最强的项目之一。在北京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的
最高点——坡面障碍技巧赛道
起点处，一段由冰雪筑就的“中
国长城”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格
外壮观。

云顶滑雪公园是北京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四大竞赛场馆之
一，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密苑云
顶乐园内，拥有雪上技巧、空中
技巧、U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
巧、障碍追逐、平行大回转6条赛
道，将承办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
雪两个分项共20个小项的比赛。

早在2018年 12月，这里就
承办了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坡面
障碍技巧世界杯。“开挖土方、搭
建场地、造雪塑形，通过举办世
界杯，目前坡面障碍技巧冬奥赛
道几个大坡的弧度，当时基本确
定下来了。随后几个雪季，云顶
滑雪公园在该项目上具备接办

国家队训练和国际水准赛事的
能力。”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
园竞赛副主任孙磊说。

不过，挑战不止于此。过去
的这个12月，中方和外方团队顶
风冒雪，经过多轮造雪压雪、场
地塑形，最终在位于云顶滑雪公
园海拔2042米的最高处，建设
了一条长640米、宽30米至40
米、坡度13度至 18度的冬奥会
标准坡面障碍技巧赛道。

而为了在冬奥会上展现中
国风格，曾为2018年平昌冬奥
会建造坡面障碍技巧场地的德
国塑形团队选择了独一无二的
长城元素，并用三周时间打造
了一条“雪长城”赛道。

德国塑形团队的塑形师迪
克·舒尔曼表示：“在云顶滑雪
公园塑形的赛道，是我们迄今
为止最棒的作品。我坚持这个
想法，我认为这条赛道只有在
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才能看到。”

“坡面障碍技巧场地的设

计是运动员比赛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好的场地设计能够让
运动员有更好的表现。”张家口
赛区云顶滑雪公园山地运行副
经理王世同介绍，“这些长城塑
形不仅仅美观，还精心琢磨。
起点处较高的‘雪长城’可以为
准备出发的运动员阻挡高海拔
强风，跳台处的长城造型波浪
线条也是针对障碍动作的不同
特点精心设计的，可以更好地
配合运动员表现动作。”

记者在场地走访时看到，
该赛道的结束区和终点门正进
行最后施工，混合采访区设置
正进行微调，音视频设备在进
行冲刺搭建。向上远望，碧空
映“长城”，愈显雄壮。

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和苏
翊鸣等中国运动员就将和世界
各地的顶尖运动员在这条“雪长
城”上一展风采。640米的驭风
滑行，期待各国运动员们有最佳
竞技体验、创造更好成绩。

“雪长城”就位！
坡面障碍技巧赛道尽显“中国风”

中国男子冰球队
进行第二场训练

1月29日，中国男
子冰球队队员在训练
中拼抢。

当日，中国男子冰
球队在国家体育馆进
行北京冬奥会赛前第
二场训练。

新华社记者 李紫
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