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中国冰壶队外
教林霍尔姆16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女队的再度变阵
是集体讨论决定的结果。

此前中国女子冰壶队在
三连败后调换王芮和韩雨的
垒次收获成效， 先后击败了
平昌冬奥会冠亚军瑞典队和
韩国队 ， 而后不敌日本队 。
15日， 中国队在赛前再度变
阵， 由替补队员姜馨迪出任
一垒， 二垒张丽君为副队长，
董子齐调整为三垒， 四垒王
芮担任队长， 此前担任队长
的韩雨坐上替补席。 此次变
阵后， 中国队先是15日不敌
俄罗斯奥委会队， 16日则战
胜多届世锦赛冠军英国队 。
两次变阵共取得5战3胜2负的
成绩。

“这次变阵是由很多人
讨论决定的， 尽管这是个很
艰难的决定。” 林霍尔姆说，
“在此之前中国队表现并不令
人满意， 为了中国队这个集
体， 我们必须做出更好的决

定， 没有哪一个人比这个集
体更重要。”

评价韩雨时 ， 林霍尔姆
表示：“韩雨是一个很坚强的
女孩，她对中国队未来的发展
很重要，目前已经在考虑下届
冬奥会了。 不得不说，她之前
肩上的压力非常大，我个人百
分之百支持她。 ”

与韩雨相比，曾参加过平
昌冬奥会的王芮这次显然发
挥得更好。

“对冬奥会这样的大赛
来说， 经验非常重要。 我认
为， 女子冰壶运动员的黄金
年龄可能在 28、 29岁左右 。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有差异，
有些人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更
长。 这届冬奥会上的加拿大
队四垒琼斯已经47岁了 ， 瑞
士队队长蒂林佐尼也42岁了，
她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林霍尔姆表示 ， 如果中
国队能进一步激发队员们的
潜力， 这些姑娘们还会有更
加光明的未来。

女队再度变阵是集体讨论决定
中国冰壶队外教林霍尔姆：

15日下午， 北京冬奥会单板
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 全场观众
都在期待着一位17岁少年的冠军
之跃。

几分钟前， 挪威选手蒙斯·
勒伊斯韦兰刚刚完成最后一跳，
尽管表现不错， 但中国小将苏翊
鸣仍然凭借10.75分的优势锁定
了奥运金牌。

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 只剩

最后一跃 ， 在毫无
压力的情况下 ， 他
会不会放出1980的大招？

与此同时 ， 出发区
的苏翊鸣也意识到了自己已经
夺冠 。 他整理好情绪 ， 双手抹
了一下脸 ， 怒吼一声 ， 冲了出
去。

腾空， 旋转， 落地。 用场外
解说张嘉豪的话来说， “做了一
个非常大的外转360！”

这是本场难度系数最低的动
作。 然而这一切早已被欢乐、 激
动、 兴奋淹没了。

“当时在出发台上非常激
动， 和我的教练抱在一起， 状态

沉浸于金牌的喜悦。 当我知道自
己得到冠军的时候， 我也控制不
了自己， 在那个状态下我只想享
受那个瞬间。” 他说。

比赛日过后的第三天， 就是
苏翊鸣的18岁生日。

“我从小就喜欢雪， 四岁那
年第一次接触单板， 我就知道，
这项运动带给我的快乐和其他的

都不一样。”
“今天太特殊了 ，

感谢大家。 我完成了自
己的梦想， 我一直在幻想着
自己能在18岁之前获得这块
金牌， 把它当成自己的18岁

礼物。”
鲜衣怒马少年时， 那

是属于苏翊鸣的一刻， 也
是属于佐藤的一刻。

撞拳、 拥抱， 这几乎
是每次出发前， 苏翊鸣和

教练佐藤康弘都会做的一套固定
动作。

“他会拥抱我， 给我加油打
气， 也是对我表达一种信任。 我
也是， 每次跟他拥抱都会感受到
一种特殊的力量， 那是他带给我
的力量， 会帮助我在赛道上有更
多信心。”

苏翊鸣在14岁那年决定成为

一名职业单板滑手， 也是在那一
年， 他遇到了一位改变自己人生
的教练———佐藤康弘。

“我很小的时候就仰慕佐藤
老师， 但当时我还没有决定要成
为一名职业滑手。 后来， 我们只
用了很短的时间去磨合。”

可能是某种命运般的相遇，
也或许是滑手之间的惺惺相惜，
苏翊鸣与佐藤教练之间似乎存在
着一种天然的信任： “我们甚至
不用说太多话， 就能完全理解对
方的意思。”

为了更好地提高成绩， 也为
了争取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这三
年多的时间里， 佐藤陪着苏翊鸣

满世界跑。 无论训练还是比
赛， 每一次他们都会用自

己的方式为对方打气。
从新西兰到日本 ，

从落基山脉到阿

尔卑斯， 一深一浅两道雪板留下
的印迹， 就这样带着他们走上了
最高领奖台。

“今天的成绩不仅仅是对
我， 对他 （佐藤） 来说应该也是
非常特殊的瞬间， 这块金牌见证
了我们俩一起度过的时间。”

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
大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 苏翊鸣
飞身冲向胜利之后， 现场大屏的
镜头再次切回了出发区。

佐藤康弘一个人站在48米高
的出发台上， 远远望着尽情享受
欢呼与掌声的苏翊鸣 ， 热泪盈
眶， 双手合十指向了天空。

4岁走上雪场，7岁意外受伤，
14岁决定成为职业运动员……无
数 身 影 叠 加 成 了 今 天 的 苏 翊
鸣———“感激自己小时候能有梦
想。 只要有梦想， 我就会为之努
力， 我会为它付出全部。”

恐怕没有人能料到， 当初那
个爱玩雪的东北小男孩， 如今真
的能站在冬奥会的最高领奖台
上； 也同样没有人能猜到， 眼前
这个少年会去向何方。

“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 今
天完成了最大的梦想， 未来也会
有更多目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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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国冰球明天会更好
奥运会冰球淘汰赛， 中国男

子冰球队2:7负于世界排名第一
的加拿大队， 结束了本届冬奥会
的征程。 本届冬奥会中国男女冰
球队都没有取得 “惊天动地” 的
成绩， 但是他们敢打敢拼的精神
风貌， 还是在广大球迷心中留下
了美好的印象。 中国队面对的对
手都很强大 ， 要想赶上先进水
平， 中国冰球还需要付出巨大的
努力。 北京冬奥会仅仅是一个开
始， 接下来中国冰球最期待得到
的是 “持续发展”。

在中国冰雪军团中， 归化选
手最多的就是中国男女冰球队，
归化球员甚至占据了多半壁江
山。 很多人对这支球队的战斗力
深表怀疑， 认为 “雇佣军” 是很
难打好比赛的。 但事实证明， 这
些归化球员并不是 “雇佣军 ”，
特别是一些华裔归化球员， 他们
都有着非常感人的故事 ， 叶劲
光 、 周嘉鹰的名字已经深入人

心。 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 代表
中国队出战， 是这些华裔球员的
梦想 。 他们与中国队的本土球
员， 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即
便是一些非血缘归化球员， 他们
的职业精神也在比赛中得到了体
现。 中国男子冰球队的门将史密
斯每场比赛都要面临对手的狂轰
滥炸 ， 在与加拿大队的淘汰赛
中， 他甚至拼至受伤。 中国女子
冰球队小组赛击败了日本队， 将
两队对战史的天平又调到平衡的
位置， 为中国队打进制胜1球的
正是归化球员米勒。

大量使用归化球员， 是缩小
和强队之间差距的办法。 不过，
要想提升中国冰球的水平， 并不
能只靠这种短期行为。 一方面广
撒网， 在全世界寻找特别是有中
国血统的冰球健将， 也是未来中
国冰球提升国家队水平的办法之
一。 但国家队只是职业冰球的一
部分， 更重要的还是要把中国冰

球职业联赛建立起来， 虽然我们
现在有一支在打俄罗斯联赛的昆
仑鸿星队， 但是国内依然没有成
系统的联赛。 在奥运会各个运动
项目中， 最难以提高的就是集体
项目。 但凡集体球类项目水平比
较高的国家， 往往都有成熟的职
业联赛， 职业联赛是国家队选拔
人才的基础。

中国现在打冰球的人比前几
年要多不少 ， 随着冬奥会的带
动， 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走上
冰场打冰球。 中国冰球需要一个
较为长远的规划， 不能只盯着眼
前这点儿事情， 建立成熟的职业
联赛体系和系统的青少年选拔机
制， 是中国冰球的当务之急。 如
果未来几年， 我们能够在一些大
城市看到职业冰球队的身影、 看
到较高水平的职业比赛， 那么中
国冰球的未来肯定会更好， 这项
运动也就真真正正在我们的土壤
上立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