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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 冬奥会各项比赛
激战正酣， 中国健儿的拼搏精
神令人感动， 下面我们就为
大家介绍三位优秀的冬
奥会中国运动员———

冬奥会里的“中国红”

另类的“纪录”，
贾宗洋消失的三年

她在队中叫 “小不点”， 在17岁生日后的第19天， 出人意料拿下冬奥会
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银牌。 被聚光灯明晃晃地照着， 她说的是 “我真的没什么
感觉”。 勇敢纯粹， 这是李靳宇的 “奥运经”。

1500米赛前， 几乎没有人在意这个戴着黄色防风镜的陌生女孩。 半决赛从
落后奋起直追， 在偶像周洋失去机会之后拼进决赛， 人们才拿起手机开始查
找有关她的信息。 枪响， 她还是在后面。 起速超越， 不久， 再次落后。 “本
来老师让我滑得主动点， 但自己有技术漏洞过弯太靠外， 就被人超过， 那我
就追。” 李靳宇就像一匹不知疲惫的野马， 时前时后， 滑着对手看不懂的战
术。 李靳宇的状态被国际奥委会委员、 前冬奥会冠军杨扬赞为 “纯粹”。
“她很出色， 滑得很干净， 要想当一个优秀运动员就得保持这种纯粹。”
杨扬说。

李靳宇最初的教练赵淑琦回忆： “刚带她时7岁左右， 但是进步
非常快， 很有天赋。 训练时特别不服输， 只要你把我过了， 我一
定给你超回来。” 这对师徒在2014年前一直在哈尔滨的冰场训
练， 因为白天要正常上学， 早晚上冰、 甚至凌晨上冰是常有
的事， 直到2014年8月转去青岛训练才有所好转。 被问到那时
累不累， 李靳宇淡淡答道： “好像是吧。” 这次出征平昌
之前， 李靳宇甚至不太清楚奥运会的意义。 她对奥运会的
最初印象， 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的110米栏； 北京
举办夏奥会的2008年， 7岁的李靳宇因为身体不太好
开始练习滑冰； 四年前的索契冬奥会， 她在意的
还是 “终于不用写作业了”。 这几天只要没有比
赛， 李靳宇就会兴致勃勃地在看台上与别人交
换纪念徽章， 享受着大赛的乐趣。 如今拿
到银牌 ， 李靳宇希望将来能有更好的
成绩。 “必须好好练才行 ， 但我
不想定太高的目标 ， 这样就
有压力了 。 ” 可追问之
下 ， 她说在北京冬奥会
上拿到金牌 ， 就是
自己的梦想。

1177岁岁的的短短道道速速滑滑
女女子子11550000米米银银牌牌得得主主

贾宗洋至今还保持着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的一个 “纪录”， 他是队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小腿

胫腓骨粉碎性骨折的运动员。 2015年的一次意外， 让贾宗
洋左腿三处粉碎性骨折。 小腿粉碎性骨折对于普通人来说，
意味着以后可能不能再从事大活动量的运动项目了， 而对

运动员来说， 基本意味着运动生涯的结束。
但是贾宗洋没有退役 ， 他与伤病整整周旋了三年 。 作为

2014年索契冬奥会空中技巧铜牌的获得者， 贾宗洋在之后的三年
完全从赛场上 “消失”。 直到2016-2017赛季他才复出， 并在一年

之后在河北崇礼进行的2017-2018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世界杯上一举拿下三枚金牌。 这时， 距离他上一次夺得国际比赛的奖
牌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贾宗洋说， 在那段时间里， 康复阶段是最难熬的。 他说： “在全
运会之前受伤， 对我来说损失挺大的。 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比赛是奥
运会， 国内就是全运会了。 那段时间天天重复着康复训练的动作， 特
别折磨人， 心情也很低落。” 但是贾宗洋挺了过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
想过放弃， 中国空中技巧的整个团队也没有放弃他。 他说： “我可能

是我们队里第一个小腿胫骨粉碎性骨折的运动员。 这个伤给队里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当时整个队伍， 教练、 队医、 体能师都天天

围绕着我的伤转， 每天都监控着我的腿伤， 然后根据腿的情况
去安排训练和康复。 甚至直到我已经可以参加训练了， 队里还

是每天监控， 出现疼痛就及时调整安排下一阶段的训练康
复计划。”

于是， 当他18日在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再次为
中国队夺得银牌， 并且与冠军只有0.46分的差距时，

他说得最多的， 是感谢中国空中技巧的整个团队。
“这是我这四年当中最大的感触。 没有中国队这

么团结的队伍， 没有每个人付出的心血， 我
不可能站到这个赛场上去。 他们都付出了

太多太多的心血。 感谢这个团队， 包括
工作人员， 他们付出太多， 比我们运

动员付出的更多。” 这已经是贾宗
洋的第三届冬奥会了 ， 从温哥

华的第六名， 到索契的铜牌，
再到平昌的银牌 ， 贾宗洋
总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

下突破着自己 ， 但是
说 到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时 候 ， 他 只
是 说 希 望 能

够站到赛
场上。

从初次站上奥运赛场开始， 8年间， 于静享受过聚光灯的
照耀， 也曾面对人世苍凉。 走出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赛场， 她唏
嘘不已却也没有遗憾。 32岁不再年轻， 但她用不屈的奋斗为自己最
好的年华镀上熠熠光彩。

2010年， 于静初登冬奥赛场， 在她并不擅长的1000米上排名第32。
攥着一股劲， 两年后的速度滑冰短距离世界锦标赛， 当时26岁的于静在
女子500米比赛中以36秒9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 成为该项目第一个滑进37
秒的女选手。 2014年， 于静的状态走上巅峰， 世界赛场上500米可与她匹敌的
对手没有几个。 可命运似乎跟她开了个玩笑， 因伤缺席索契冬奥会， 至今令她
万分遗憾。

而于静则从峰顶滑落， 体味到人情冷暖， 一度萌生退役念头， 但梦想让她坚持
了下来。 “温哥华冬奥会当时也没有参加500米， 平昌奥运周期， 我的心态发生变化，
就是想滑这500米。” 但索契之后恢复训练后的两年， 于静怎么滑都达不到世界水平 ，
“当时要崩溃了”。 为了参加一次冬奥会的500米比赛， 她拼命训练， 一步一步接近当年的状
态。 平昌冬奥会速滑女子500米比赛， 出发前， 于静在场边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发令枪响，
她奋力蹬冰， 赛道两侧的画面在身旁闪过， 好似8年的岁月流光。 37秒81， 这是她本赛季平原
的最好成绩， 名列第九。 “名次不是很理想， 但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从赛季初的38秒41， 到今
天的37秒81， “虽然只有0.6秒的距离， 但我确实付出了很多”。 走出赛场， 于静几度叹气， 唏嘘不
已。 500米比赛结束， 于静也结束了平昌冬奥会之旅。 “我对自己很满意， 无论1000米还是500米，
我都做得很好。” 与4年前相比， 于静的眼神里多了几分从容。 被问到对2022年冬奥会的计划， 她释然说
到———“四年之后看缘分吧。”

拼拼命命四四年年，，
速速滑滑女女将将于于静静为为年年华华镀镀金金

□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