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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如果以十三届全国冬运会为参照，

“东北的冰雪运动实力，几乎代表整个中

国的冰雪运动实力”——长期以来，在

我国的冰雪运动排行榜上，东三省占

据绝对优势，北京、内蒙古、新疆等北

方省（区、市）次之，而缺冰少雪的南方

省份通常有着相似的面貌：起步晚、底子

薄、基础弱、缺硬件。

但正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的第十四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十四冬”）
上，不少南方队伍完成了全国冬运会“首

秀”，更以运动员的活跃表现成功“破圈”，

展示了近几年冰雪运动在南方发生的巨

变。尤其此前与冰雪运动强省有明显差

距的雪上项目，登上领奖台的不乏“从小

没见过雪”的选手。

“十四冬”单板滑雪公开组女子大跳

台比赛中，南方代表团包揽了前三名，此

前从未获得全国比赛冠军的广西小将甘

佳佳以 149.60分夺得金牌，为广西代表

团夺得冬运会历史首金，云南队陈铝道、

四川队何廷佳分获亚军和季军，这场比

赛中不乏中国该项目冬奥会参赛第一人

吉林队荣格、多次获得全国冠军的黑龙

江队任子妍等知名选手；而在该项目青

年组比赛中，摘得冠军的16岁小将熊诗

芮来自四川队；此前，来自汕头的 17岁

姑娘黎睿霖获得“十四冬”自由式滑雪女

子双人雪上技巧公开组铜牌，尽管这枚

冬运会奖牌也为广东队创造了历史，但

参加过冬青奥会的黎睿霖在赛前已经有

“将目标锁定冠军”的实力。

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

推动下，南方队伍在本届冬运会上表现

亮眼并非偶然。为备战北京冬奥会，非冰

雪强省都加大了冰雪运动“四季拓展”“跨

项选材”的力度，且得益于近年来国内冰

雪人才选拔和交流互动机制逐步完善，越

来越多来自“无雪之地”的运动员才纷纷闯

入皑皑白雪，敢于拥有“没有温差的梦想”。

他们来自“无雪之地”

“十四冬”首枚金牌产生于 2023年

7月 22日，摘得这枚金牌的是广东女子

冰球队，她们以 6战全胜的战绩强势夺

冠，令广东代表团的首次全国冬运会之

旅亮相惊艳。此外，代表团规模多达191

人，也展现了这个年平均气温在 20-22

摄氏度的典型南方省份“有备而来”。

为备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2018

年，国家队跨界跨项选材来到广州，6岁

开始在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练习蹦床

项目的黎睿霖迎来了人生转折。从夏季

项目到冬季项目，扑面而来的就是温度

的变化，“在崇礼接近零下30摄氏度，我

袜子穿了三双，裤子穿了三条，手套也戴

了两层，想尽各种办法保暖，最后还是被

冻哭了。”但一次次迎面撞开风雪后，黎

睿霖看见了自己的潜力，坚持了5年，她

将短期目标定为“进入世界杯前二十

名”，因此，她在赛前就知道自己有能力

登上“十四冬”领奖台。

和风雪正面交锋，并非每个人都能

坚持，同批被选拔的选手中，李牧赛是和

黎睿霖一起在国家队坚持下来仅有的两

个孩子。原本要冲击“十四冬”自由式滑

雪男子雪上技巧领奖台的他，因训练受

伤无法上场，但几乎每个选手完成比赛，

他都会鼓掌喝彩，听见颁奖仪式上前三

名的名字，他兴奋地介绍：“这是我队友，

这是我以前的室友，这是黑马，我们都觉

得他有能力，这次终于圆梦了。”

“团结、开放和包容。”15岁才从蹦

床转项到滑雪的李牧赛被项目的特殊氛

围所吸引，“每个运动员都很拼命，不会

让你轻易超过他，大家都会捍卫自己的

优势，但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互相

交流，不会藏私”。他记得，之前在国外训

练和参赛时，遇到堀岛行真、金斯伯利等

名将，他上前请教，对方都会倾囊相授，

“雪道也是需要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

员协作才能修好的，这个项目就像一个

大家庭”。

这种“一起打拼”的魅力，寒冷、伤病

都无法削弱。因此，李牧赛鲜少提及转项

过程中的困难，即便在日本参赛时受伤，

他也以“体验了一下日本的救护车”笑着

带过。当时因积分不够未能参加北京冬

奥会，他也没有沉溺于遗憾之中，而是将

目标锁定米兰冬奥会。毕竟，于他而言，

这次转项并非仅仅转换赛道，而是出于

热爱为自己做的人生选择，“自由式滑

雪，没有太多条条框框，需要更多的主观

能动性，这很符合广东人的特性”。

“滑雪需要鼓励教育，得引导运动员

发自内心地去挑战。”广西自由式滑雪队

主教练陈杨曾是蹦床世界冠军，退役后

成为广西蹦床队的单跳项目主教练，

2018年，队内 6名运动员通过跨项选材

进入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及大跳台

国家集训队，有英语特长的他被抽调为

工作人员一起“转项”。

教练“转项”比运动员复杂得多。通

常情况下，外籍教练负责安排全年的训

练计划和每个队员的成长规划、赛季目

标等，陈杨需要充当翻译、技术指导以及

运动员的生活“管家”，“买菜、做饭、开车

等，啥都干”。可对他而言，最大的压力源

于队员的安全问题，“滑雪是个高危项

目，南方孩子接触雪比较少，他们对于风

向、风速、雪温的变化感知相对会迟钝一

些”。作为教练，陈杨得充当“观察员”及时

给运动员建议，可他同样缺乏雪上经验，

“如果是我影响了运动员，让她出了问题，

我会内疚一辈子”。

南北方的“冰雪候鸟”

“广东的冰雪项目起步比较晚，但在北

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后，就利用各地市体

校资源，通过跨项选材向国家队输送了一

批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就是广东发展冰雪

运动的重要财富。”据广东雪上技巧队领

队庞秀芬介绍，广东拥有丰厚的技巧类运

动项目人才储备，如蹦床、技巧、体操等，

有条件通过合理选材发展雪上技巧类项

目。而“十四冬”能展现实力，是在具备人

才资源的情况下，与冰雪强省强强联手的

结果，“如与黑龙江、吉林通过联合培养，

快速补短板、填空白”。她透露，“十四冬”

后，这种合作不光局限于竞技体育，还将在

群众体育和冰雪产业方面助力广东冰雪项

目的发展。

广西的冰雪运动发展路径也十分相

似。据媒体报道，目前，广西冬季项目共有

32名本土运动员，主要开展自由式滑雪、

单板滑雪、越野滑雪、花样滑冰、高山滑雪

等竞技项目。据陈杨介绍，通常夏季的训练

集中在成都气垫雪场，到 11月底，他们就

转战到吉林长白山等北方雪场开展冬季训

练，一直到次年的3月，而这也是大部分南

方省份“冰雪候鸟”的轨迹。

还有一部分“候鸟”是从北方冰雪强省

来的。“南方运动员得适应北方冬天的冷，

我们得适应南方夏天的热。”四川滑雪队教

练陈璨曾是一名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选

手，2003年转项成为我国最早一批单板滑

雪运动员，2009年，23岁的陈璨入职哈尔

滨体育学院，从助理教练员做起，逐步开启

自己的教练生涯，大多数时间，她的工作和

生活重心都在东三省，可随着南方省份发展

冰雪运动的需求增加，她也开始了“南迁”。

2020年，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冬季运动

管理中心与哈尔滨体育学院以高校合作的

形式共建四川单双板滑雪队，陈璨作为参

与共建的教练员来到成都，成为培养四川

冰雪人才的主力军，她负责选材及训练，而

四川则在运动员保障、提供资源等方面给

予支持，“除了场地之外，还给队员配备了

队医和体能教练”，这些都帮助运动员迅速

成长，“小队员有相关项目的运动基础，有

的才练了两三年，就能参加‘十四冬’”。

“南方的基层体校建设完备，人才池很

大。”在陈璨看来，南方省份冰雪项目发展

的速度，也影响着我国冰雪项目的生态，她

记得，以前参加全国比赛单板项目就二三

十人，但现在参赛者能过百人，“激烈的竞

争中，就能看见中国冰雪发展的未来”。

可发展伴随的问题也在日益凸显。有

南方省市教练坦言，由于该省人才储备尚

不丰厚，北京冬奥会结束后，有队员从国家

队回到地方队，就面临缺乏场地训练的问

题，“我们虽然有室内雪场，但像U型池这样

专业要求较高的项目，就无法展开训练”。该

教练透露，“十四冬”期间，借助联合培养的方

式还能基本保障队员训练，但比赛结束后，

如何为选手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资源保障，

是决定项目能否真正“活”起来的关键。

“场地问题一直是个困扰。”陈璨透露，

早年间，适合专业训练的场地仅黑龙江亚

布力雪场，此后，哈尔滨体育学院、沈阳体

育学院也修建了场地，包括举办“十四冬”

的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都为早期训练提

供了便利，但随着项目发展，对场地的专业

性、多样性也有了更高要求，一些固有场地

便很难适应运动员训练、比赛的需求，“加

上现在南方运动员扩充了人才队伍，僧多

粥少的情况才更突出”。

“但国内滑雪热度的变化，已经吸引

了一些国外的冰雪专家参与进来，现有的

冰雪人才未来也能反哺到各地，为更年轻

的选手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在陈璨看

来，“十四冬”的赛事平台已经展现出全国

对于冰雪运动“无温差的梦想”，“相信随

着更多重要冰雪赛事落地，能加速我们冰

雪运动环境专业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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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雪之地”如何孕育无温差的“冰雪梦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上海海港队国门颜骏凌的乌龙助攻，让申

花队外援马莱莱收获意外进球，正是依靠这粒

幸运进球，上海申花队在2月 25日结束的中国

足协超级杯赛当中1∶0力克同城对手上海海港

队，收获2024赛季中国足球第一个冠军奖项超

级杯冠军，为即将到来的中超联赛新赛季铺平

出征之路。

中超联赛新赛季将于3月1日开幕，揭幕战

在2023赛季冠军上海海港队和2022赛季冠军武

汉三镇队之间展开——由于上周山东泰山队在亚

冠联赛1/8决赛次回合客场绝境搏杀川崎前锋挺

进8强，3月6日将主场迎战横滨水手，经与中超联

赛首轮对手长春亚泰队友好协商，双方中超首秀由

3月3日提前至3月1日进行，因此3月1日将有6

支中超球队亮相，除上述两场重量级赛事，日籍主

教练黑崎久志率领的升班马青岛西海岸队亦将在

主场对阵再度更名为河南足球俱乐部的河南队。

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杯赛上，国足小组赛便遭

淘汰的糟糕表现成为中国职业联赛质量低下的有

力例证：联赛当中球员们习以为常的低强度思考、

跑动与对抗，已经与现代足球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挤去溢价泡沫的中超联赛需要在“恢复正常”的

2024年重新缔造自身商业价值。

因此两支升班马球队的积极态度，至少有

助于为中超联赛增添竞争动力。

青岛西海岸引援动作之大，让球迷在“新赛

季保级”目标之外还有新的期待：2月 25日，球

队多达 20名内、外援全部到位，哥伦比亚前锋

里亚斯科斯、安哥拉前锋卢斯、法国中锋比乌奎

尔、巴西中场恩里克、亚美尼亚后卫哈罗扬，如

果不出意外，这5名外援都将迎来主场首秀。另

外一支升班马深圳新鹏城，由上赛季中甲冠军

四川九牛更名而来：四川九牛背靠城市足球集

团早有离开蜀地意愿，2023年球队迁往湖南长

沙几乎成行但因多种变故搁置，到今年 1月中

国足协确定允许俱乐部易地搬迁展开“自救”。

四川九牛瞄准深圳，随着曾获得2004年中超元

年联赛冠军的深圳队因巨额欠薪未能获得职业

联赛准入资格解散球队，四川九牛于2月正式化

身“深圳新鹏城”在深圳特区丽湖基地安家落户。

按照赛程，深圳新鹏城将于 3月 3日客场

挑战浙江队迈出中超第一步。据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了解，目前新鹏城第五名外援即将到位，而

彭鹏、阮杨、陶源、张卫、林创益等实力派内援，则是

这支中超新军能否在联赛中站稳脚跟的基础因素。

事实上本赛季中超联赛运营筹备工作已有

“低谷爬升”趋势：16家俱乐部规模稳定，球队“清

欠”成效显著，尽管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低谷期

需要时间消化，但在反腐反贪高压之下，“低谷爬

升”的前提，还是联赛的健康发展。

就在超级杯赛“上海德比战”期间，2024中

超联赛赛前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足协执

委、纪委书记柳屹以《坚持从严从实整治、重塑

诚信联赛品牌》为题进行宣讲。16家俱乐部总经

理为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参会代表当场提交赛

风赛纪承诺书——和以往赛季相比，2024年联

赛强调“全体足球从业者要从足球领域发生的系

列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持

续巩固夯实全国足球领域教育整顿工作成果，坚

决防范打击‘假赌黑’，走好中国足球新长征”。按

照中国足协副主席杨旭所说，新赛季中超联赛

将坚决治理“假赌黑”，让球迷看到“诚信联赛”。

2024赛季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是重要节点，

为给国足征战世界杯预选赛让路，中超联赛空

出 5段“国足时间”（巴黎奥运会期间中超联赛

照常进行），但评价中国足球“低谷爬升”的标

准，联赛的比重当在国足之上。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

新赛季中超联赛
主打“低谷爬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2月25日，在亚洲杯预选赛以73∶76

负于日本男篮后，中国男篮创造了88年

以来首次在FIBA亚洲及以上级别赛事

中输给对手的尴尬历史。加上已连续两

届无缘奥运会，中国男篮下滑的趋势仍

在继续。

从过程看，这似乎是一场不该输的

比赛。14∶3的出色开局，全场多出对手

10个篮板球的优势，以及中锋胡金秋在

内线强势拿下 23分 13个篮板的两双数

据，都是过去中国男篮在亚洲习惯的赢

球方式。但时代不同了。

现代篮球的赢球模式是“三分球+

攻击篮筐”。数据显示，日本男篮全场在

三分球上 31投 11中，不论是空位把握

机会的能力，还是面对防守强投的能力，

都明显高出中国男篮一筹。中国男篮在

外围29投 8中，命中率仅为27.6%。在造

罚球能力上，中国男篮15罚 13中，日本

男篮则是27罚 21中。

用最简单的数学去计算，三分球差

9分，罚球少得 8分，尽管中国男篮在内

线有优势，但需要至少多打进9次，才能

抹平在外线和罚球线上的劣势。更何况，

国际篮联的比赛时间是40分钟，总得分

本来就不会太高，三分球和罚球上多达

17分的分差，就会显得更加刺眼。

“我们与世界篮球脱轨了”，中国男

篮在杭州亚运会失利之后，中国篮协主

席姚明曾如此表示，并列举了一个关键

数据：中国男篮、日本男篮的三分球命中

率都是31.2%，但是，日本男篮的三分球

出手比例远高于中国男篮——日本男篮

5场比赛共投出 163 记三分球，场均出

手 32.6 次，共命中 51次，场均命中 10.2

次，而中国男篮投出115记三分球，场均

出手 23次，共命中 36次，场均命中 7.2

次。“如果用这个数字去换算，同样的命

中率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4个月后，中国男篮阵中多了不少

新面孔，其中，杨瀚森、廖三宁是联赛年

轻球员中的翘楚，球队的年龄结构也更

加合理——此次亚洲杯预选赛 14人大

名单球员的平均年龄仅为23.5岁。

但新一代球员，却还是沿袭老一套

的打法。首战蒙古国男篮，中国男篮开局

糟糕，半节比赛仅得到1分。大中锋杨瀚森

出场后，球队才找回正常比赛的感觉。而过

去30年，中国男篮都习惯于围绕有统治力

的中锋进行比赛，这个传统仍在延续。

和日本队交锋，身高 2.18米的杨瀚

森仅出场了不到 12分钟。显然，中国男

篮非常忌惮对手三分球和转换进攻能

力。出场时间更长、移动能力出色的胡金秋

发挥十分出色，但即使如此，日本男篮的三

分球投射能力还是超过了世界杯时候的平

均水准。而且，第四节的关键时刻，河村勇

辉两记持球三分，都是遏制中国男篮追分

势头的关键球。而这位日本队的主力后卫，

出生于2001年。

相比之下，中国男篮主要后场球员的

投篮能力就差了很多。两场比赛的三分球

数据显示，程帅澎 8投 2中、赵继伟 7投全

失、徐杰仅出手1次命中1球、胡明轩10投

1中、崔永熙 3投皆偏。但这 5个人在CBA

联赛中的三分球命中率分别为 42.4%、

33.7%、39.0%、38.6%、37.4%，其中程帅澎

42.4%的命中率高居联赛第4。国内国际赛

场反差如此之大，是能力不行，还是信心不

足，抑或是其他原因，确实值得思考。

但更糟糕的是，由于战胜中国男篮的

日本男篮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中

国男篮在未来 9个月，都没有正式比赛可

打。或许，再到新一届中国男篮集结时，主

教练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一切又得从头开

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男篮追赶世界先进

打法的大门，不知何时才能正式开启，当下

的中国男篮仍在“脱节”中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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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法与国际脱节 中国男篮仍在下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石 佳

2月 27日晚，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以下简称“十四冬”）将落下帷幕。“十四

冬”作为2026米兰冬奥会之前中国冰雪项

目最重要的一次检阅和练兵，总体展现出

后北京冬奥时代中国冰雪项目强劲的发展

势头。不过，在中国冰雪部分优势项目上，

“十四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喜忧参半。

明星选手重新出发

“十四冬”的赛场上不乏冬奥会冠军、

世界冠军，他们的人气也明显高出一截。这

些冠军们的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所

在项目的奥运竞争力。

短道速滑是中国冰雪项目的“尖刀”，

“十四冬”的赛场也聚集了中国冰雪项目最

多的冬奥会冠军，包括武大靖、任子威、范

可新、曲春雨、刘少林、刘少昂、林孝埈等。

尤其是男子短道速滑比赛项目上，“十四

冬”可谓明星云集。但男子项目的上述多名

冬奥会冠军，最终无人在“十四冬”站上最

高领奖台，而吉林队的孙龙包揽了500米、

1000米、1500米 3个个人项目的金牌，并

与队友拿下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爆出了

“十四冬”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最大冷门。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国家队主力队员

的孙龙，具备在全国比赛夺冠的实力，但一

人包揽全国最高水平赛事的男子项目所有

金牌，还是反映出中国短道速滑队可能遭遇

了一些问题。

刘少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今冬

以来短道速滑的国际赛事密集，队员们都

比较疲惫。不过，冬奥会冠军们都是中国短

道速滑队的领军人物，在大赛中发挥冲锋

在前的作用也是职责所在。“十四冬”赛场

上，男队的冬奥会冠军们集体无缘金牌，并

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在“十四冬”的花样滑冰赛场上，随着

北京冬奥会的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已

分别转型为编导和技术官员，中国双人滑

项目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同样属于老将的

彭程/王磊手中。在男子单人滑和冰舞项目

上，金博洋、王诗玥/柳鑫宇的实力依然无

人能及。尽管目前国内花滑运动的发展已

经进入到新人辈出的阶段，但展望米兰冬

奥会，为中国花滑夺取成绩的重任仍落在

几位老将肩上。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徐梦

桃、贾宗洋两位三十多岁的老将还在奋战。

两位老将对再战一届冬奥会依然抱有热

望，但决心更大的则是在女子比赛中夺冠

的孔凡钰，年近 30岁，第三次参加全国冬

运会终于拿到金牌。过去一个赛季，孔凡钰

首次在世锦赛问鼎。孔凡钰相信，在追求奥

运梦想的道路上，年龄永远不是问题。

北京冬奥会上，小将苏翊鸣一飞冲天，

成为无数滑雪少年心中的偶像。“十四冬”

赛场上，苏翊鸣以两枚金牌作为送给自己

20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也许下了米兰冬奥

会继续争金的心愿。

作为国内冰雪项目的顶流明星，苏翊

鸣知道自己现在需要做的远不只是取得佳

绩，“作为一名单板滑手，我不仅要在比赛

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我身上还有一个特别

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推广滑雪运动，让更多

人了解、接受这项运动”。

冰雪项目新人涌现

2月 25日下午，“十四冬”花样滑冰双

人滑比赛决出最终成绩，作为目前中国双

人滑项目第一组合的彭程/王磊夺冠是在

情理之中，但这个冠军来之不易。在当天进

行的双人滑自由滑项目上，彭程/王磊排名

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天津选手张嘉轩/黄一

航，其中，张嘉轩只有16岁。依靠短节目的

领先优势，彭程/王磊最终才拿下“十四冬”

双人滑的冠军。

由于年龄还小，张嘉轩还无法参加成人

组的国际比赛，但这对选手在“十四冬”的亮眼

发挥，特别是一些高难度动作的完美表现，还

是让人看到了中国双人滑未来的希望。

实际上，在“十四冬”的双人滑赛场上，

张嘉轩还不是最小的。还有几名十二三岁

的小选手，也让人眼前一亮。

北京冬奥会之后，随着隋文静/韩聪告

别赛场，很多冰迷无奈地感叹，中国双人滑

的黄金时代可能就此落幕。至于中国双人

滑何时诞生第三对冬奥会冠军，暂时还很

难让人预期。

但通过“十四冬”，至少可以看到中国

双人滑项目后继有人，且人丁兴旺。中国花

样滑冰协会主席申雪曾介绍，花样滑冰正

在成为一个深受中国青少年喜爱的项目，

国内参与花样滑冰的青少年人数在过去几

年翻了好几倍，且整个项目的发展完全走

出了东北，在全国各大城市遍地开花。

“十四冬”花滑赛场上的年轻小将令人

瞩目，正是中国花样滑冰运动从冷门走向

热门的真实写照。其实，在青少年中深受喜

爱的不只是花样滑冰。

而“十四冬”的项目设置就体现了这一

趋势。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

壶等冰上项目和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跳

台滑雪、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等雪上项目均

设置青年组，为广大青少年选手提供了更

多的参赛机会，也涌现了不少苗子。

比如，在提前举行的“十四冬”短道速

滑青年组比赛上，17岁小将杨婧茹获得女

子1000米金牌、1500米铜牌和3000米接

力银牌。随后，她被征召进入中国冬青奥代

表队。在不久前举行的江原道冬青奥会上

夺得 2金 1银。尤其是她以“兔子战术”拿

下的本届冬青奥会中国代表团首金，展现

出的实力和意识，获得了全国网友的点赞。

在“十四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青

年组比赛中，年轻选手的实力和表现丝毫

不逊于公开组的国家队主力。获得“十四冬”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青年组女子冠军的陈

雪铮，在难度系数为 3.5250的动作上拿到

91.29分，这一动作的得分仅比前一天公开

组女子冠军孔凡钰少了 3.53分。男子比赛

上，李心鹏以难度系数为4.5250的动作夺

冠，得分122.17分，这一分数高出前一天男

子公开组做相同动作的所有选手的得分。

弱势项目期待突破

中国冰雪运动已有长足进步，但优势

项目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提

高和发展的项目。

2月 23日，“十四冬”冬季两项比赛在

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赛区迎来收官之战，

比赛结束后，领奖台变成了“追星场”，选手

褚源蒙捧着自己在本届赛事中斩获的4金

2银与众人合影。

1999年出生的褚源蒙是“十四冬”冬

季两项赛事中收获奖牌最多的选手。但在

冬奥会赛场上，中国的冬季两项距离世界

领先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褚源蒙在北京冬

奥会上获得冬季两项女子接力 4×6公里

比赛第 12名，女子个人 15公里第 35名，

女子 7.5 公里短距离第 61 名。褚源蒙说：

“个人7.5公里短距离的前60名进决赛，很

遗憾（没进）。我当时就立下目标，米兰冬奥

会一定要打进去！”

距离2026年米兰冬奥会还有两年，褚

源蒙相信“我们在成绩上会有所突破”。

在“十四冬”的越野滑雪比赛上，重庆

队选手王强加冕“五冠王”。

作为中国越野滑雪的领军人物，王强

曾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和越野滑雪世界杯等

诸多国际比赛，也曾两度刷新中国越野滑

雪的最好成绩，但同样距离世界先进水平

还有差距。“十四冬”王强共报名了 6个越

野滑雪项目，王强说：“不管是短距离项目，

还是长距离项目，我是从头到尾一直参与，

一直不放弃。”

王强把“十四冬”视作一次“大练兵”，

“我想证明自己什么距离都能滑”。目标是让

中国的越野滑雪早日实现突破，他说：“我一

直想在世界杯上崭露头角，就是想让我们年

轻一代的运动员看到机会和希望——我们中

国越野滑雪在世界上不是不可以出成绩。”

“接下来我将继续努力，走好脚下每

一步，迎接亚冬会、世锦赛和米兰冬奥

会。”王强表示，他对自己、对中国越野滑

雪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呼伦贝尔、乌兰察布2月26日电

“十四冬”为中国冰雪健儿备战米兰冬奥会写注脚

2月 1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0米接力决赛，吉林队

孙龙（前）在比赛中领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加盟成都蓉城的韦世豪成为新赛季中超本土“标王”，

他在机场受到成都球迷热烈欢迎。 视觉中国供图

2月23日，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金龙山滑雪场，“十四冬”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公开组决赛，山西队苏翊鸣在比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2月25日，2025男篮亚洲杯预选赛，中国男篮

客场73∶76不敌日本队。图为中国男篮主教练乔尔

杰维奇摊手抱怨。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