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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开始进驻三大赛区冬奥村
　 27 日，北京冬奥会各冬奥村正式开村。
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 6 支国家队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要求及入村流程，安全、顺利进驻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冬奥村，即将有序开
展各项适应性训练。其中，国家男子冰球队、
国家女子冰球队入驻北京冬奥村；国家越野
滑雪队、国家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队、国家
冬季两项队、国家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队顺
利入驻张家口冬奥村。
　　当日，北京冬奥村迎来了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代表团，超过 300 名运动员和随队官
员入住。据悉，在冬奥会期间，北京冬奥村将
接待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近 1700 名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未来三天将迎来入住
高峰。
　　北京冬奥村运行团队对外联络副主任
张冠男说，北京冬奥村是运动员之家，是北
京冬奥会最大的非竞赛场馆，也是整个冬
奥会提供服务保障时间最长的场馆之一。
它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旨在为各代表
团提供 24 小时全天候优质的住宿、餐饮、
后勤等各项保障服务。
　　北京冬奥村分运行区、居住区和广场区
三大区域。在居住区，除了有温馨舒适的住
宿服务外，还有健身中心、娱乐中心、综合诊
所等相关功能空间。此外，冬奥村还提供健
康安全、丰富多样的餐饮服务，菜单经国际
奥委会批准，共有 678 道菜品，每 8 天循环
一次。
　　当天，延庆冬奥村有包括美国、加拿大在
内的 18 个代表团的 170 多人抵达。各代表
团“村民”在国家（地区）奥委会和残奥委会服
务、物流、住宿等领域工作人员带领下，前往

信息中心办理入住手续。
　　下午 3 点，中国代表团有 8 人抵达延
庆冬奥村，入住第二公寓楼组团。冬奥会期
间，预计中国代表团有 26 名运动员入住
延庆冬奥村，他们将参加延庆赛区包括高
山滑雪、雪车、钢架雪车、雪橇在内的 4 个
分项、21 个小项的比赛。
　　此外，在延庆冬奥村的部分运动员和
随队官员将于 2 月 4 日集中乘车前往“鸟

巢”参加开幕式。目前开幕式集结各项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准备中。
　　张家口冬奥村位于张家口赛区核心区
域，居住区由 9 个公寓楼组团和 1 个公共
组团组成。冬奥会期间，这里预计接待来自
7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 2020 名运动
员及随队官员。
　　张家口冬奥村运行团队住宿领域负
责人冯国芳表示，张家口冬奥村在 1 月

23 日预开村，各个代表团的先遣组陆续
进驻。“先遣队领取钥匙后，会自行分配
团队的房间空间，这样各代表团大部队
抵达后，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可直接抵达
住宿区，避免了人员在入住办理区域排
队和聚集。”他说。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张家
口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主任贾凯介绍：“预
开村以来，张家口冬奥村各方面运行有序。
多个国家的先遣队已经有 180 多位‘居
民’顺利入住，日前 IOC（国际奥委会）代
表团在考察中给予我们很高评价。”
　　“今天是正式开村，我们感到激动和
紧张，第一天就有 300 多名运动员和随
队官员入住。这对于我们的交通、安检、入
住都是一个检验。通过试运行，我们已经
细化和完善了服务，将全力以赴做好服务
工作。”贾凯说。
　　据统计，从当日凌晨开始，韩国、法国、
瑞典、加拿大、挪威、美国等 23 个代表团的
300 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先后抵达。中国
代表团共有 4 支队伍先后入住，分别是自由
式滑雪雪上技巧、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越
野滑雪、冬季两项。
　　国家越野滑雪队的次仁占堆当天随队
进驻张家口冬奥村，这是 18 岁的他首次
奥运之旅。“今天进村感觉特别激动，看到
周围有很多冬奥元素。村内疫情防控工作
井然有序，这让我们非常有安全感，能够专
心去休息和准备比赛。”他说。
  （记者杨帆、夏子麟、李春宇、卢星吉、
王浩宇、秦婧、朱青、夏亮、黄浩然、岳冉冉、
赵旭）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中国代
表团名单 27 日正式公布。武
大靖、隋文静、韩聪、贾宗洋等往
届冬奥会奖牌得主将再度朝着
领奖台进发；谷爱凌、宁忠岩、苏
翊鸣等奥运“新兵”有望掀起青
春风暴，还有更多心怀奥运梦想
的年轻选手将乘着北京冬奥会
的东风首次分享奥运荣光，为项
目突破而战。

武大靖力争卫冕

“葱桶”期待更进一步

　　在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
上，武大靖在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项目上凭借无法撼动的
优势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唯一
一枚金牌。这次主场作战，27
岁的武大靖虽然统治力有所下
降，仍然是这个项目的夺冠热
门人选之一。
　　比武大靖小 3 岁的任子
威已经成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
的领军人物。在本赛季的 4
站世界杯比赛中，他是中国队
表现最稳定的选手，在男子
1000 米、1500 米、500 米 3
个单项和男子接力、混合接力
项目中都是绝对主力。4 年前
的平昌，任子威随中国男队获
得了 5000 米接力银牌。此番
出征，他的目标瞄准了金牌。
　　同样想把银牌变成金牌的
还有中国花样滑冰队的双人滑
明星隋文静/韩聪。4 年之前，
初登冬奥舞台的“葱桶组合”以
0.43 分之差遗憾摘银，这次坐
镇主场他们将再度冲击桂冠。
　　单板滑雪 U 型场地名将
刘佳宇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选手贾宗洋也是平昌冬奥会银
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上，这
两位“四朝元老”仍然是各自项
目的冲金尖兵。
　　与刘佳宇并肩作战的将是同样第四次征战冬奥会的
蔡雪桐。从温哥华到索契再到平昌，蔡雪桐的名次一次
比一次高。本赛季的世界杯系列赛中，28 岁的蔡雪桐再
夺总冠军，她和刘佳宇将组成中国队的冲金“双保险”。
　　第四次出征冬奥会的老将还有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
徐梦桃、齐广璞，他们将和孔凡钰、王心迪等名将一起向空
中技巧男子、女子和混合团体 3 个小项的冠军发起冲击。

谷爱凌、宁忠岩、苏翊鸣引领青春风暴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中国代表团
名单中，谷爱凌、宁忠岩、苏翊鸣都是首次出征就有望一
鸣惊人的重点选手。
　　 18 岁的谷爱凌已经是中国军团最受体育迷欢迎的
运动员之一。凭借出色的战绩、靓丽的外型和从容的谈
吐，谷爱凌在过去两年中人气飙升，备受广告商欢迎。在
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U 型场地
和坡面障碍技巧 3 个小项上都具备冲击金牌的可能性，
其表现令人期待。
　　与谷爱凌一样，22 岁的宁忠岩同样是在北京冬奥会
周期迎来爆发期。在中国男子选手沉寂多年的速滑男子
1500 米和 1000 米项目上，宁忠岩异军突起，本赛季世
界杯赛摘下两金两银。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和平昌冬奥
会男子 500 米铜牌得主高亭宇组成的“双子星”是中国
速滑队最大的看点。
　　 17 岁的苏翊鸣是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之
一，而他已凭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上夺冠表现改
写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很可能
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

那些值得期待的新面孔

　　在本届冬奥会上，总共有 131 名中国选手是首次参
赛。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无法争金夺银，但是他们自我
超越的努力同样值得期待。
　　在北欧两项这个项目上，中国起步较晚，此前从未斩
获过冬奥参赛资格。在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国际雪联
北欧两项洲际杯比赛，赵嘉文在男子个人标准台+10 公
里越野滑雪比赛中获得第 22 名，为中国队获得一张珍
贵的冬奥会入场券，年轻的中国北欧两项队将在北京冬
奥会实现历史上的“冬奥首秀”。作为一名“00 后”年轻
运动员，赵嘉文 12 岁接受越野滑雪训练，之后通过跨项
选拔进入北欧两项集训队，这也将是他个人的冬奥首秀。
　　世界排名第 32 位的中国男子冰球队也将展开首次冬
奥之旅。尽管他们的实力与位居世界前五的三个同组对手
加拿大队、美国队和德国队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是中国男
冰的冬奥首秀对于中国冰球的进一步普及有着难以估量的
意义。球队的队长是 36 岁的老将叶劲光，他曾先后在
NHL、KHL 等顶级冰球联赛征战。中国女子冰球队的历史
最好成绩是长野冬奥会的第四名，本次比赛被分在 B 组。
中国女队的于柏巍、刘智新、张梦莹等队员都是第二次参加
冬奥会比赛，她们的经验将增加中国队与强队抗衡的底气。
　　在高山滑雪项目中，中国队拿到了全部 11 个小项
的参赛资格，并有 4 人拿到参赛资格，均创造历史。其
中，中国从未有选手参加过的速度项目实现突破，男、女
滑降、超级大回转和全能项目均将有中国选手参赛。
　　中国队此次获得参赛资格的孔凡影、倪悦名、张洋
铭、徐铭甫四名队员，此前均从未接触过速度项目。超级
大回转的比赛时速能达到 100 公里，滑降甚至可以达到
130 公里以上。技术项目出身的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迅
速完成转换，为中国实现了突破。
　　此外，男子雪橇选手范铎耀、女子雪车选手怀明明都
曾在本赛季的世界杯赛中创下中国队的历史最好成绩，
相信他们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执笔记者：王镜宇；参与
记者：林德韧、王沁鸥、周万鹏、秦婧、黄浩然、孙哲、汪涌）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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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张寒、
李春宇、王春燕）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 27 日正式宣告成立，总共 387 人，其中
包括 176 名运动员。令国人翘首期待了 6
年半的这届“家门口”的盛会，成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冬奥会。

“全项目参赛”的任务完成了，谁将向着“出
彩”的目标进发，谁最有希望让五星红旗升
起、甚至让国歌唱响在奥运赛场？

花样滑冰：隋文静/韩聪

　　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以
0.43 分的微弱劣势无缘金牌；四年后，他们
带着 2016-2017 赛季曾滑过的《忧愁河上的
金桥》重返奥运赛季。
　　这支曲子是他们当年首次登上世锦赛冠
军领奖台时的自由滑曲目，旧曲新编，丝丝入
扣地讲述着伤病困扰下的“葱桶”组合如何相
互扶持、共同成长。2018 年，隋文静因为右
脚疲劳性骨折，被迫在平昌冬奥会后立即经
历一场大手术，两年之后韩聪又接受了髋关
节手术。
　　两人曾说，五年前编排这个曲目的初衷
是因为隋文静当时刚经历伤病，韩聪成了帮
助她从困顿中走出来的那座“桥”；这个周期，
俩人都有了不同的伤病，互相成了彼此那座

“桥”。
　　“这个桥不只是搭在我们之间，也搭在
我们和观众之间，与裁判之间，甚至是我们
团队的每一个人之间。”隋文静说，“我们也
希望这座桥搭在每一个人之间，给彼此温
暖。”
　　从 2021 年 10 月中旬的北京冬奥会
测试赛暨花滑亚洲公开赛，到加拿大大奖
赛、意大利大奖赛，隋文静/韩聪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三次站上最高领奖台，二人
的精力、体力经受着考验，却也被激发出越

来越好的状态和向着冬奥会最高目标奋
进的决心。
　　最新的双人滑世界排名中，隋文静/韩
聪和另一对中国双人滑奥运选手彭程/金
杨分列第三和第五位，前五名的另外三个
席位被包括世锦赛冠军米什娜/加利亚莫
夫在内的三对俄罗斯组合占据。2 月 4 日
即将在首都体育馆拉开帷幕的北京冬奥会
花样滑冰比赛中，双人滑的主旋律将是中
俄之争。

短道速滑：任子威、武大靖

　　在中国冬奥军团历史上夺得的 13 枚
金牌中，有 12 枚出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
和速度滑冰项目，其中尤以 10 金在手的
短道速滑独占鳌头。自杨扬在 2002 年盐
湖城冬奥会上实现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
突破”，中国短道队在此后的历届冬奥会都
有金牌入账。
　　这个奥运周期，尽管中国短道队经历
了两度易帅的波折，但这支中国冰雪的王
者之师在 2021-2022 赛季还是基本保持
了强队水准。
　　世界杯四个分站赛里，异军突起的任
子威每站均有金牌入账，其中两次登上男
子 1500 米的最高领奖台；平昌冬奥会冠
军武大靖则在最后一站状态回升，夺取个
人主项男子 500 米冠军。二人也凭借在
世界杯赛事的夺冠表现，提前锁定北京冬
奥会的参赛席位。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的首枚金牌
将于 2 月 5 日晚产生，比赛项目正是中国
队整体实力最强的男女混合 2000 米接
力。在这个赛季的四站世界杯赛中，中国
队在混合接力比赛中夺得两金一银一铜，
国人或可期待一场由红色王牌军引领的金
色旋风。

　　速度滑冰：宁忠岩、高亭宇、

女子团体追逐

　　从鲜彰其名到领军人物，差一点就是
“00 后”的宁忠岩是名副其实在北京冬奥
会 周 期 里 跃 入 大 众 视 野 的 速 滑 明 星 。
2018 年入选中国速滑队，2019 年便夺得
速滑世界杯白俄罗斯明斯克站男子 1000
米亚军，为中国速滑在该项目上取得突破
性的进步。
　　 2021 年，厚积薄发的他将刻苦训练
的成果傲然展示于国际冰场。凭借在速滑
世界杯系列赛的男子 1500 米和 1000 米
比赛中摘下两金两银并在卡尔加里创下
1000 米个人最佳成绩的强势表现，宁忠
岩成为中国速滑队冲击北京冬奥会金牌的
领军人物。
　　平昌冬奥会为中国赢得首枚男子速滑
冬奥会奖牌的高亭宇同样值得期待。这位
年仅 24 岁的速滑“老将”本赛季在缺席部
分世界杯赛事的情况下，依然在男子 500
米项目上收获一金一银。北京冬奥会上我
们有理由期待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另外在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上，中国队
本赛季曾有过世界杯分站赛夺牌的表现。
于是在谈及北京冬奥会时，中国速滑队总
教练李琰说：“可以对我们有所期待。”

　　自由式滑雪：谷爱凌、徐梦

桃、孔凡钰

　　自韩晓鹏和李妮娜以后，中国自由式
滑雪项目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空中技巧小
项上，而本届冬奥会因为谷爱凌的出现，这
一“传统”有望被打破。
　　自 2020 年初在冬青奥会上大放异彩
以来，谷爱凌一直延续着强势表现，在去年

年初的世界极限运动会和自由式滑雪世锦
赛上斩获了多枚金牌，本赛季更是在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廷博特站、U
型场地世界杯卡尔加里站等比赛中连战连
捷。而且 18 岁的她在 U 型场地、大跳台、
坡面障碍技巧三个小项都有较强的实力，
兼项为中国队“省出”参赛名额的同时，也
令中国雪上项目的冬奥争金点一下子增加
了三个。
　　而在中国队的传统强项空中技巧上，
拥有强大整体实力的东道主选手们冲击金
牌的劲头也不遑多让。去年 12 月份的世
界杯比赛中，因为疫情阔别赛场已久的中
国队两次将冬奥会新增小项混合团体赛的
金牌收入囊中，展现了高人一筹的厚度；即
将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徐梦桃和 28 岁的
孔凡钰也都有过夺得分站赛女子个人冠军
的高光表现，他们的冬奥追梦路同样闪闪
发光。

　　单板滑雪：苏翊鸣、刘佳宇、

蔡雪桐

　　就在五天前，吉尼斯世界纪录宣布，中
国单板滑雪选手苏翊鸣的单板滑雪内转
1980 度抓板动作获得认证；此前，这名年
仅 17 岁的小将在单板大跳台美国斯廷博
特站一举摘金，成为站在该项目世界杯冠
军领奖台上的中国第一人，继而摘得单板
世界杯赛季总冠军，并在坡面障碍技巧世
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比赛中达到北京冬
奥会参赛资格要求。北京冬奥会上，他将
去追寻“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光芒”。
　　另外，刘佳宇和蔡雪桐这对女子单板
滑雪“双子星”将联袂以“四朝元老”的身份
再战冬奥会。四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她
们分别获得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的亚
军和第五名，创下了各自的最佳战绩。

他们，值得你锁定冬奥不换台
中国冬奥代表团中这些人值得特别关注

▲这是 1 月 27 日拍摄的北京冬奥村。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为荣誉出征，为荣光而战
　　厉兵秣
马，箭在弦
上。中国体
育代表团大

名单公布，意味着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中国军
团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了！
　　全项目参赛，实现历史突破；运动员 176
人，创下历史之最；平均年龄 25.2 岁，呈现活
力朝气；“四朝”老将上榜，书写不朽传奇……
为了荣誉出征、为了荣光而战，朝着“取得我
国冬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的目标努力，蓄
势待发的中国健儿已经各就各位。
　　冰上项目有望“三箭齐发”，花样滑冰、短

道速滑和速度滑冰将是中国军团争金夺银
的重点。异军突起的任子威和平昌冬奥会
冠军武大靖，花样滑冰双人滑世界排名第
三的隋文静/韩聪组合，本赛季有不俗表现
的宁忠岩、高亭宇，还有拿到满额参赛席位
的中国冰壶队，以东道主身份首次亮相冬
奥赛场的中国男子冰球队……期待他们能
够超越自我，为国争光。
　　雪上项目将刮起“青春风暴”。本赛
季，18 岁的自由式滑雪名将谷爱凌延续强
势表现；17 岁的苏翊鸣在单板滑雪大跳台
项目上解锁内转 1980 度抓板高难度动
作……年轻人，总能创造惊喜与奇迹，期待

他们的表现。
　　回想 2015 年，当中国成功获得冬奥会
举办权时，冬奥会 100 多个小项中，中国尚
有三分之一没有开展。但经过近七年时
间，中国冰雪人齐心协力、恶补短板，填补
了多处空白，实现了一个个突破。
　　东京奥运会上，面临严峻疫情形势，
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 38 金，追平境外参
赛最好成绩，与此同时还交出了兴奋剂

“零出现”、新冠病毒“零感染”的两份完美
答卷。北京冬奥会上，我们更要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在场上顽强拼搏、永不
言弃，场下阳光亲和、落落大方，胜不骄、

败不馁，以拿道德、风格、干净的金牌为根
本遵循，确保比赛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
丰收。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任子威、武大
靖、隋文静、韩聪枕戈待旦，谷爱凌、苏翊
鸣、徐梦桃、齐广璞摩拳擦掌。还有不到
10 天，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向着“冰上
项目上台阶”“雪上项目有突破”“取得我
国冬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的目标冲刺
吧！“冰强雪壮”的中国健儿已经准备
好了。

（记者刘博、岳冉冉）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