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奥单板滑雪赛场

一“老”一小 一起向未来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北京冬残奥会第八个比赛日

我国选手再添4金4银4铜

无臂冠军王晨阳

滑雪为生活增添色彩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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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高山滑雪各小项如何区分

知识窗

为升国旗奏国歌而拼搏
——国家轮椅冰壶队和残奥冰球队中的“河北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陈
华）3月12日，北京冬残奥会迎来
第 8 个比赛日，我国选手在残奥
高山滑雪、残奥越野滑雪、轮椅冰
壶 3 个 项 目 上 共 收 获 4 金 4 银
4铜。

当天，残奥越野滑雪中距离
比赛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举行，中国选手共收获3金2
银2铜。

在男子中距离（自由技术）站
姿组比赛中，来自我省的运动员
王晨阳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发挥
出色，一路领先，最终获得该项目
的金牌。我国另一名选手蔡佳云
获得该项目铜牌。

在女子中距离（自由技术）视
障组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跃收
获一枚银牌。

在随后进行的男子中距离坐
姿组比赛中，我国选手毛忠武、郑
鹏分获金牌和银牌。

在女子中距离坐姿组比赛
中，我国选手杨洪琼获得冠军，这
也是她在本届冬残奥会上获得的
第三枚金牌。我国另一名选手马

静获得铜牌。
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

女子回转比赛当天在延庆赛区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收官，中国选手
共收获2银1铜。

在站姿组比赛中，我省运动
员张梦秋获得银牌。本届冬残奥
会上，年仅20岁的张梦秋共收获
2金3银。

在坐姿组比赛中，我国选手
张雯静、刘思彤分获银牌和铜
牌。张雯静此前已获得过两枚铜
牌，目前已有三枚奖牌入账。

当天，轮椅冰壶决赛在中国
队与瑞典队之间展开。前四局
中国队以 1∶2 落后，第五局改变
战术后，中国队利用对手失误成
功拿到4分。随后的第七局，中国
队再次拿到 3 分，在比赛还剩一
局的情况下，瑞典队提前认输。
最终，中国轮椅冰壶队以 8∶3 战
胜瑞典，时隔4年，再次获得冬残
奥会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
团在本届冬残奥会上获得的第
18金。

在当晚结束的北京冬残奥会
残奥冰球铜牌争夺战中，首次参
加冬残奥会的中国残奥冰球队以
4∶0击败韩国队，夺得铜牌。

北京冬残奥会残奥高山滑雪
比赛设有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
转、滑降、超级全能5个项目，各
项目如何区分呢？

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属于比拼
速度的项目，各个选手均只有一次
滑行机会，要在追求最快速度的
同时找到最短路线，通过一次滑
行成绩决出名次。大回转和回转
属于比拼技术的项目，名次按两
次滑行成绩合计计算，选手们要
更注重把控滑行的节奏，从而提
升绕过旗门的效率，进而缩短比赛
用时。超级全能名次则按第一轮超
级大回转、第二轮回转项目成绩相
加计算。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的速度项目赛道名为“岩石”，技
术项目赛道名为“冰河”。

在赛道方面，滑降→超级大
回转→大回转→回转，垂直落差
越来越小，赛道越来越短；从旗门
设置来看，从滑降到回转，旗门越
来越密，滑降旗门颜色单一，其他
项目为蓝色和红色交替。残奥高
山滑雪比赛都要穿过一定数量的
旗门，碰到旗杆不算犯规；如果漏
过旗门则犯规，不计成绩。比赛
速度快，弯道多，转弯技术起到重
要作用，若雪板出现大角度扫雪
动作，滑行速度会被严重降低。
通常情况下，残奥高山滑雪选手
往往只专注于速度或技术项目中
的一种，但也有些选手能够精通
这两个不同的类别。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整理

3 月 11 日，北京冬残奥会残
奥单板滑雪项目比赛全部结束。
第二次参加冬残奥会的我省运动
员江紫豪，本届冬残奥会参加了
障碍追逐和坡面回转两个小项
的比赛，获得一个第七名和一个
第六名。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我省运动
员耿焱红同样参加了两个项目
的角逐，其中障碍追逐项目未能
进入决赛，坡面回转比赛收获一
枚银牌。

江紫豪：我国残奥
单板滑雪水平进步大

3 月 11 日，残奥单板滑雪男
子坡面回转 UL 级比赛，我省运
动员江紫豪获得第六名。

“基本发挥出了自己训练的
水平。”对于没能拿到奖牌，江紫
豪并没有太多的遗憾，“看到队友
拿到奖牌，为国争光，由衷地为他
们开心和骄傲。”

虽然是第二次站上冬残奥会
赛场，但江紫豪并没有给自己太
大的压力。“努力训练，享受比
赛。”江紫豪说，赛前两年时间里，
他只回过一次家，其余时间都在
训练，即便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
严寒里，手脚冻麻了就回屋暖和
一下，然后继续。

平昌冬残奥会，来自邯郸涉
县的江紫豪取得了坡面回转第 9
名、障碍追逐第 11 名。相比上
届，他本届的成绩有明显提高。

“上一届参赛时自己还比较
青涩，这一届感觉更成熟，比赛中
也更有冲劲。”不满 20 岁的江紫
豪说。

虽然自己没有获得奖牌，但
在他看来，我国残奥单板滑雪水

平有了巨大进步，有底气、有能力
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争夺奖
牌了。

“期待我国残奥单板滑雪发
展得越来越好，也期待更多优秀
人才涌现。”江紫豪表示，赛后想
先回家跟家人团聚一下，然后继
续投入训练备战中。

耿焱红：期待下一届
站上更高领奖台

“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我做
梦也没想过能披上五星红旗！”3
月11日，残奥单板滑雪女子坡面
回转 LL2 级比赛中，我省运动员
耿焱红凭借第二滑的精彩发挥，
最终摘得银牌。面对记者采访，
她抑制不住地兴奋。

第一滑，耿焱红的成绩仅在
14 名选手中排名第六。“当时很
紧张，出发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次
失误。”耿焱红说，“多亏教练一
直鼓励我，让我放下包袱，放开
去滑。”

调整好状态后，耿焱红第二
滑出发后便一路加速，成绩一度
名列榜首，最终被美国选手布伦
娜·赫卡比超越0.1秒，获得银牌。

当身披五星红旗站在场地中
心，当听到全场观众送给她的欢
呼声，小姑娘既骄傲又感动。“出
发时在山顶就听到了观众的加油
声，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来自张
家口蔚县的耿焱红说，“能在自己
的家乡获得奖牌，感觉特别棒！”

还不满18岁，2017年接触滑
雪，2022 年就获得冬残奥会奖
牌，这给了耿焱红极大鼓舞，她表
示：“我会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运
动，期待下一届冬残奥会站上更
高的领奖台。”

“现在兴奋要远胜于身体上的累。”
在3月12日进行的北京冬残奥会残奥越
野滑雪男子中距离（自由技术）站姿组比
赛中，来自我省的运动员王晨阳获得金
牌。面对记者的采访，王晨阳感慨地说。

比赛中，没有双臂、无法用雪杖助力
的王晨阳，滑起来要更辛苦一些。尽管
如此，王晨阳并不认为这给自己带来了
太大的影响。“之前训练的时候，无论零
下 30摄氏度的严寒还是一上午 50公里
的滑行，我都顶过来了，所以比赛中我相
信自己也能做到。”他说。

2002 年出生于石家庄的王晨阳，
11 岁时因一次意外触电事故失去了双
臂，但他并未就此向命运屈服，而是在
坚持康复训练的同时积极投身残疾人
体育运动。14 岁时，他被省残联选中，
成了我省最早的一批残奥越野滑雪运
动员。

没有双臂，训练中如何保持平衡是
一大难题。在一次负重跑训练时，由于
发力过猛，王晨阳没跑几步就失去平衡，
重重摔在地上。教练赶紧跑过去，想把
王晨阳扶起来，但他谢绝了，自己坚强地
扭动着身体站起来，继续向前冲去。那
天，王晨阳摔倒了好几次，裤子都磨破
了，膝盖淌出了血，可他愣没喊一句疼。

“我必须先学会自己爬起来，再尽最大努
力掌握好平衡。”他说。

在2016年的一次雪上训练中，本已
完成任务的王晨阳主动加练。冲刺时，
由于没有控制好身体而摔倒在地，他并
没有在意，试图像往常一样自己爬起来，
可上身一用力钻心地疼——事后，他被
诊断为锁骨骨折，肩头植入了一块钢板。

付出没有白费，2017 年底，王晨阳
在一次全国比赛上拿到自己的第一枚金
牌，极大增强了信心。“刚开始连全国前
三名都进不去，拿到全国金牌后，我就觉
得在世界上拿奖牌也不是不可能。”

虽然这些年经历了很多艰难，但王
晨阳展示给大家的总是积极乐观的一
面。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这
一路走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王晨
阳笑着回答：“我觉得没遇到过什么困
难。滑雪就像是一束光，为我的生活增
添了色彩。”

不仅如此，这个乐观的小伙子还经
常开导队友，为大家鼓劲。“他知道我赛
前容易紧张，经常帮我做心理疏导。”队
友蔡佳云说。

而王晨阳对队友也是充满了感激。
“每次我一走进餐厅，不等我开口，还在
吃饭的队友就会主动起身，帮我打饭。”
王晨阳表示，全队的氛围很好，大家互相
照顾，“能结识这项运动、结识这些队友，
很幸福。”

夺冠之后最想干什么？王晨阳表
示，他要先给妈妈打个电话报喜，然后和
队友一块儿去理发，精精神神地参加晚
上的颁奖仪式。“昨天我就跟理发师约好
了，今天拿了金牌回去找他理发”。

当晚的颁奖仪式上，王晨阳果真“精
精神神”地参加，他甚至激动地纵身跃
起。获得铜牌的蔡佳云则做了一个双手
指向王晨阳的姿势。这对儿中国残奥越
野滑雪队的舍友，团结一心可见一斑。

3月12日，中国选手王晨阳在比赛中。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恒摄

3 月 12 日，在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
决赛中，中国队“先抑后扬”，在半场过后
以 1∶2 落后的情况下，最终实现逆转，以
8∶3 战胜瑞典队，成功卫冕。而在当晚进行
的残奥冰球铜牌争夺战中，首次参加冬残
奥会的中国残奥冰球队以 4∶0 战胜韩国
队，夺得铜牌。在这两支队伍中，“河北力
量”不可忽视。

国家轮椅冰壶队河北选手张明亮

只要努力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时隔 4 年，中国轮椅冰壶队上演“王
者归来”，再次夺得冬残奥会冠军！这也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冬残奥会的第
18 金！

中国队教练岳清爽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表示：“比赛是一场一场拼出来的，最大的
竞争对手其实就是自己的心理。调整好自
己的心态，把每一场的过程和细节做到位
了，自然就会有好的结果。”

“拼”“再拼”“最后一场更要死拼到
底”——中国轮椅冰壶队把“拼”字刻到了
每一位队员的心里，刻到了每一场、每一
局、每一个壶的投掷中。

拿到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队员们围
成一圈，紧紧拥抱。喜极而泣的岳清爽也走
进赛场，和队员们相拥庆祝。

“他们真的非常棒，非常了不起。特别
激动，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卫冕。虽然赛
场上仅有 5 名队员上场，我们也要感谢来
自河北、黑龙江等地未能登上冬残奥会赛
场的7名运动员。我们是靠着团队的力量，
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岳清爽说。

中国轮椅冰壶队是中国残疾人冰雪运
动的荣耀之师。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上，
他们一举夺魁，为我国实现了冬残奥会金牌
和奖牌零的突破。在本届冬残奥会上，中国
队虽然前两场比赛两连败，但他们迅速调整
状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越战越勇，获得了
十连胜，以“十全十美”的成绩，成功卫冕。

值得一提的是，决赛中，二垒张明亮是
来自我省的运动员。

张明亮，1987年出生，邯郸人。曾练习
过射击，2014 年进入省轮椅冰壶队，2017
年入选国家轮椅冰壶队。

张明亮的妻子李言言介绍，为了在赛
场上有更好、更稳健的发挥，他和队友甚至
会加练至凌晨一两点，一场下来要投一两
百个壶，有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至于带伤
训练更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3月，张明亮
和队友一起参加苏格兰世界轮椅冰壶锦标
赛，荣获金牌。

“当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时候，我的
内心无比激动，为国家荣誉而战的信念不
断激励着我去奋斗，去拼搏。”他说。

从此，他更加相信：“只要努力就没有
做不成的事，别人行，自己也一样行”。

北京冬残奥会是张明亮第一次参加冬
残奥会，比赛中，他和队友配合默契，全力
以赴。决赛第五局，张明亮将瑞典队在大本
营中心的一颗壶清障，从而开启了中国队
扭转落后局面的旅程。

赛后，他表示：“能让国旗在赛场上高
高飘扬那一刻，特别激动。特别感谢党和国
家的培养。”

谈到 4 年来的奋斗，他坦言，4 年准备
的过程很艰辛，也有疲劳期，虽然也曾想过
放弃，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努力做好过程，
结果自然而然就会好。”

中国残奥冰球队的“燕赵五虎将”

每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

3月12日，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冰球铜牌
争夺战在国家体育馆举行，首次参加冬残奥
会的中国队以4∶0 战胜韩国队，夺得铜牌。

中国残奥冰球队组建不过五六年的时
间，队伍成长可谓迅速。2018年世锦赛，中
国队获得 C 组冠军；2019 年世锦赛，中国
队获得B组第三名；2021年世锦赛，中国队
更是五战全胜，一举夺得B组冠军，晋级A
组的同时，也拿到了北京冬残奥会的入场
券，首次跻身冬残奥会赛场。

首次参赛便摘得铜牌，中国残奥冰球
队突破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努力，队长崔
玉涛曾说：“只有拼来的精彩，没有等来的

辉煌。通往梦想的路即使遍布荆棘，我也不
能选择逃避。”

铜牌争夺战中，最后 10 秒钟，申翼风
凭借个人速度，突破韩国队防守，打空门得
手。这个身披 17 号队服的“追风男孩”，在
场上的表现颇为抢眼。

申翼风，来自我省邢台沙河市新城镇
三王村。赛场上，申翼风进攻快速而犀利，
像一把尖刀，总能在第一时间划开对手的
防线。本届冬残奥会，他一共打进 8 球，成
为中国队的射手王。

2005 年，年仅 7 岁的申翼风因意外事
故导致高位截肢。“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
之以歌”，面对残酷的人生,申翼风没有自
暴自弃,而是积极面对。

2016 年申翼风入选河北省残奥冰球
队，2017年入选国家残奥冰球队。

申翼风性格开朗，队友都亲切地称他
为“小旋风”。他曾自豪地说:“被叫作‘小旋
风’是因为我速度快。我有身体优势，没有
了双腿，冰橇短，反而在场上会变得非常灵
活。而且，我上肢力量强，所以速度会很快。”

心态好、时刻充满正能量，是申翼风的
特点。

“我从来没有觉得与别人有什么不同。
我的家人也从未把我当不同的孩子看待，
所以我的心态一直非常好。我还跟父母一
起登顶过泰山呢。”申翼风说。

此外，中国残奥冰球队中的白雪松、车
行、田金涛、王伟也来自河北。

他们，堪称队中的“燕赵五虎将”。
穿 5 号队服的白雪松，来自承德一个

农民家庭。6岁时，他因为患小儿麻痹症下
身几乎瘫痪。2017 年，白雪松入选国家残
奥冰球队，并成为副队长。

赛场上表现抢眼的28号田金涛，也来
自我省，2018 年入选国家残奥冰球队。中
国队第一场比赛以 7∶0 战胜斯洛伐克队，
就有他贡献的一球。“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全
力以赴。”田金涛表示。

中国残奥冰球队的门将王伟，来自张
家口崇礼。16岁那年，因意外遭遇车祸，王
伟的右小腿不得不进行截肢。残奥冰球，像
是王伟人生低谷中的一根藤蔓。2017 年，
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入选国家残奥冰球队。

为了强化力量，王伟在护具、头盔、衣
服加起来有30公斤重的基础上，再负重20
公斤进行训练。

训练异常艰苦。王伟疼过也哭过，却从
未想到放弃。“冰球让我重新‘站’了起来，
我怎么舍得放弃！”王伟说。

另外，中国残奥冰球队的车行也来自
我省，他曾帮助球队荣获2021年残奥冰球
世锦赛B组冠军。

◀3月12日，中国残奥冰
球队球员申翼风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摄

▼3月 12日，中国残奥冰
球队球员田金涛在赛后庆祝
胜利。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摄

▼3月 12日，中国轮椅冰
壶队选手张明亮、闫卓、陈建
新和王海涛（从左至右）在比
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胡星宇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杨明
静）3 月 12 日晚，随着残奥单板滑
雪女子坡面回转 LL2 级颁奖仪式
的结束，张家口颁奖广场圆满完成
北京冬残奥会全部颁奖任务。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这里共
举行93场颁奖仪式，升起279面国
旗，颁发402块奖牌。

北京冬残奥会期间，张家口颁
奖广场自 3 月 6 日至 12 日运行 7
天，举办了44个项目的颁奖仪式，
单日颁奖场次 6-10 场、颁奖时间
紧凑，为来自 15 个国家的运动员
颁发了168枚奖牌，其间39次升起
五星红旗，14 次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见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
冬残奥会的优异成绩。

张家口颁奖广场认真贯彻落
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设有残奥大家庭、运动员、观众、媒
体4条无障碍流线，完成38个点位
景观转换和42个点位的无障碍坡
道完善施工，高质量完成转换期工
作，与冬奥会赛时相比，更多了一
份温暖和感动。

赛事服务领域在冬残奥会期
间氛围营造到位，手牌、荧光棒、打
印出来的国旗、海报在观众手中营
造出了比冬奥会颁奖仪式更加热
烈的气氛。“顶流”雪容融也功不可

没，参与热场演出憨态可掬、与观众互动积极
热情，成为颁奖仪式上的亮眼风景。

3月7日，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到访
张家口颁奖广场时在贵宾登记簿上留言：“感
谢所有的志愿者，感谢你们为冬残奥会所做
的一切。我会永远记得大家。”

国际残奥委会成员称赞候场室的工作做
得非常好，让运动员感觉十分舒适。

3 月 11 日，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首席
执行官来到张家口颁奖广场，对场馆工作作
出高度评价。

据悉，接下来，张家口颁奖广场将积极做
好场馆移出和善后工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留下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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