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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目标是成为未来目标是成为““大靖委员大靖委员””
——中国短道速滑队队长武大靖畅谈北京冬奥之旅

本报记者 徐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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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
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冠军齐广璞荣获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奖章。

“获得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无上荣光。”
齐广璞说，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让他印象最
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胸怀大局、
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
来”的北京冬奥精神。“这将是鞭策我未来
前进的座右铭，我会艰苦训练、勤于钻研、
挑战极限、勇攀高峰，在赛场上发扬奥林匹
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国家赢得更多的
荣誉、为推动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贡献更多力
量。”齐广璞对记者表示，唯有此，才能对
得起胸前沉甸甸的奖章。“北京冬奥精神也
适用于更多年轻人，要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
对困难，勇往直前，迎难而上。”

齐广璞四战冬奥，终于圆梦北京。2月
16日，齐广璞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决赛中，最后一跳出色完
成了全场最高的5.0难度动作，如愿摘得金
牌，也集齐个人职业生涯中世锦赛、世界杯
和冬奥会冠军的“大满贯”，续写了中国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新的历史佳绩，成为
中国骄傲。

“这枚金牌于我来说，无疑是对过去努
力付出的最好回报。”齐广璞说。从2010年
温哥华冬奥会开始，齐广璞开启了自己的冬
奥征程，那时的他初出茅庐，对比赛充满了
新奇；到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已经成为
夺冠热门，却未能如愿；再到2018年的平
昌冬奥会，因落地瑕疵马失前蹄……经历了
前几届冬奥会的历练，让北京冬奥会上的齐
广璞表现得更加沉稳、从容。

“每一次站在起点，都是一次心理上的
突破，跳得越多会越害怕。但这个项目也教
会了我如何在困境下保持一颗平常心，即使
在害怕或慌张的时刻，也能冷静地思考。”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又被称为‘雪上体
操’，一个完整的动作包括：助滑、起跳、空
中、着陆四个部分，受天气、地形、场地等
多元素影响。”齐广璞说：“这项观赏性很强
的运动，对于运动员来说很刺激，你可以实
现空中飞翔，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享受那个
时刻。除此之外，还是人与大自然间的一种
斗争，因为比赛的环境一直在变，例如风向
和气温等，所以需要观察环境的变化，抓住
能掌控的瞬间去完成比赛。我觉得这就是不
断挑战自我和突破极限的过程，每次完成动
作，也会获得征服自然的一种快感。”

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让齐广璞推广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项运动的心愿更加
强烈。“无论是看电视直播，还是有机会近距
离观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独特魅力了。”齐广璞
说，当然这还是项小众运动，并非适合大
众。未来他会利用训练之余更多参与大众冰
雪运动的推广活动，通过运动员的影响力、
媒介的宣传力，让更多年轻人享受冰雪运动
的魅力。

本届运动会之后，齐广璞将走进哈工
大，攻读力学博士。“之前我也在比赛的休整
期攻读了运动训练的硕士学位，未来还希望继
续到学校中充实自己。”齐广璞说，力学专业
对他的专业技能是有帮助的，希望可以通过
力学原理的深入学习，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
际训练中，提升专项技能，也为未来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项目找到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

“赢得奥运冠军也好，参加四届冬奥也
罢，对我来说都不能算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只要心中对这项运动还
充满热爱、怀揣梦想，
年龄并不是问题。”话音
之余，齐广璞已将目标
锁定四年后，他说，希
望米兰赛场再见。

北京冬奥精神
是我前进的座右铭

本报记者 刘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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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观众对武大靖的印象，停留
在北京冬奥会中国队“首金”诞生的
时刻：和队友勇夺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2000米接力金牌的他，在赛场高扬
起五星红旗时坚定而欣喜的目光中，
展露着一个引领者的冠军姿态；

冬奥会闭幕后，武大靖从赛场来
到镜头前，不仅“尝鲜”了很多新角
色，甚至“抢”起了新闻记者的饭
碗：在社交平台开启“武大靖的会客
厅”，邀约运动员朋友到直播间做客，
谈笑风生间，让网友又见到了这个

“东北大男孩儿”率真、幽默的一面；
4月 13日，当记者在他满满当

当的日程中，“见缝插针”地进行视
频连线采访时，“唠”起心里话的武
大靖，又散发出另一种气息：一份由
内生发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这代运动员真的很幸运”

4月8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荣获“突出贡献
个人”称号的武大靖颁发奖章和荣誉
证书。回忆起这一幕，武大靖最大的
感受是“暖”。

“作为运动员，这是一份至高无
上的荣耀。在交流中，我能真切地感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运动员的关爱和
照顾。他关心我们身上的伤病，生活
有没有困难，未来有哪些打算；合影
留念时，还问我们站了多长时间，不
想让我们站得太久。”武大靖忍不住
感慨，“我们这一代运动员真的很幸
运、很幸福！”

他坦言，自己期待再回到赛场的
感觉又找到了，现在更想代表祖国参
加更多的比赛，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接
受总书记的接见和表彰。

“参加这届‘家门口’的冬奥
会，是每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拼出了中
国力量和中国速度，给全世界的观众
展现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同时，我
们也深深地感谢伟大的祖国，能够让
我们在全球抗击疫情的情况下安心训
练，给予我们最好的保障和条件。”
武大靖说，“只要祖国需要我，我还

会参赛，会全力以赴！”

“把金墩墩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早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当晚，武
大靖就表达了希望将金墩墩用来做公
益的想法。而在记者采访他的前一
天，他“小小的愿望”得以实现：金
墩墩以及8幅他亲笔签名的海报拍得
96.95万元的善款，和他以个人名义
捐的10万元善款，均已转入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账户，用于“希望工
程·大靖冰雪公益计划”。这一计划
将用于推广冰雪运动，如在校园开展
冰雪“六个一”项目等，帮助更多孩
子追逐冰雪体育梦想，传播体育精神
和奥运精神。

“我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每届奥
运会的吉祥物都很有纪念意义。今年
的金墩墩尤为特别，它融入了很多中
国元素。于我而言，它是一个见证
者，见证了我4年一路走来的艰辛历
程，也是一个陪伴者，可能会陪伴我
以后的每一天。”武大靖坦言，将这
份为获奖运动员定制的特殊纪念品拍
卖，他内心确实会有些许不舍，但他
希望自己的金墩墩能承载荣耀，完成
更大的使命。

“它在我身边的价值和意义是有限
的，我希望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武大靖说，“我特别感谢社会各界的支
持和参与竞拍的仁爱之士。在今天上午
的活动中，我还碰到一位拍卖者，一起
交流时，他表示很想加入到我们的队伍
中来，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在武大靖看来，这只是开始，未
来会有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喜欢冰
雪运动。“我国已成功实现‘3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作为运动
员，我也愿意出一份力，通过公益计
划的实施，让祖国在冰雪项目上的后
备人才更多涌现。”

“期待成为‘大靖委员’”

“您了解政协吗？”记者忍不住
问。

“了解呀！每年全国两会我都会关
注，有很多体育领域有影响力的老师

都是政协委员，他们也会
提一些体育方面的提案。”

当记者问及未来4年
的规划时，他脱口而出并
且真诚地表态：“接下来
4年，我期待成为‘大靖委
员’，我会朝着这个目标努
力！”

努力，是武大靖18年短
道速滑运动生涯中最生动
的注脚。对于和他一样的
追梦人，他同样有一番
肺腑之言：“每个人都不
是一帆风顺，大家会遇到
挫折和困难，无非是遇到
困难时，用什么样的心态去
面对。我呼吁青年朋友们：
坚持你所热爱的、热爱你所坚
持的。”

记者采访时，现场精选了
一则网友留言念给他：“希望伤痛
能远离大靖，直接奋战到80岁，让
大靖在自己热爱的冰场上继续扬起五
星红旗，他陪战友战斗到底，我们也
会陪大靖一直到最后！”

听到这段留言，武大靖幽默回
应：“80岁就不用了，先陪伴我到下
一届吧！”他还用在冬奥期间火出圈的
家乡话——东北话献上祝福：“希望
所有网友都能吃好、喝好、玩好、学
好、练好，身体嘎嘎好！”

“特别激动，特别兴奋，特别有荣誉感。”在刚刚结
束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王海涛代表
中国轮椅冰壶队接受了“突出贡献集体”表彰，用三个

“特别”形容了自己的心情。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比赛中，王海涛率

领中国轮椅冰壶队获得金牌。这是他们在冬残奥会上夺
得的第二枚金牌，四年前的平昌冬残奥会上，中国轮椅
冰壶队实现了中国在冬残奥会历史上奖牌数、金牌数

“零”的突破。今年这块金牌，成为我国在本届冬残奥
会收获的唯一一枚“卫冕”金牌。而让记者感到意外的
是，王海涛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比赛竟不是夺冠的决赛
场，而是循环赛与挪威队之间的胶着较量。

“挪威队是我们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决赛时的对
手、当年的亚军，而且他们这几年世锦赛打得非常

好，加上关系到晋级半决赛，所以那场比赛非常关
键。”王海涛说。

看过今年冬残奥会比赛的观众，肯定都对王
海涛总能在关键时刻掷出“神仙一壶”印象颇为
深刻，其中就有循环赛对战挪威时的最后一壶。

当时，上半场战平、下半场中国队以3比4
暂时落后的情况下，最后一局尤为关键。王海涛
顶住压力、逆风翻盘，凭借最后一击绝杀战胜了
挪威队。“当时最后一壶的难度，即便是在我们平

时的训练当中，我的成功率也只有10%，可以说赢下
这场比赛非常艰难。”

相比于普通冰壶运动，轮椅冰壶没有队员在冰壶
前行路线上扫冰辅助，而且推壶要用到手杖，对运动

员手部力量和路线控制的拿捏要求更加严格。“想
击打就击打、想投哪儿就得投哪儿，这是轮椅冰壶

最难的地方。”王海涛用很浅显的语言来解读他们的
技术动作。别看这项运动入门简单，就是坐在轮椅上推
壶，但想打得精彩非常难，靠的就是训练的日积月累，
往往一个动作就要练习几百上千甚至上万次。

作为残疾人运动员，王海涛比我们看到的更艰辛。
“外人看我们是坐在轮椅上，但实际上大家身体残疾程
度不同，都有各自的病痛，有些要插导尿管，有些还需
要垫尿垫。”每天训练时，这些残疾人运动员坐着轮
椅，在冰面上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此外，还要进行体
能等方面的训练。“但大家谁都没有拿自己当残疾人，
你滑得快我要比你还快，你练得多我要比你还多，都相
互‘攀比’着往更优秀上练，我想，这些应该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表彰大会上说的‘迎难而上’吧。”

王海涛这种超乎常人的乐观积极心态，也不是短时
间内养成的，他坦言，自己9岁因病致残后，也曾自卑
过很久。那时，面对同学异样的眼光，让他感觉融入不
了集体，总是一放学就赶紧回家。有时家里来人，他也
是躲在一边。直到2008年被选入黑龙江省轮椅冰壶队
后，大家在一起欢乐和谐的氛围，让他慢慢走出自卑情
绪，在运动中收获了阳光开朗。现在的王海涛走进了人
民大会堂接受表彰，他希望，在通讯传媒这么发达的时
代，自己的经历能够让更多的残疾人看到，可以鼓励他
们走出来，告诉他们残疾人一样可以为国争光。

王海涛用现在的一个流行词“小白”，来形容他
2008年刚进队时候的状态，他幽默地说：“当时啥也不
懂，教练的意图也不太能理解，但大家‘干就完了’。”
从“小白”到参加冬残奥会夺得金牌，再到卫冕冠军，
14年的时间让王海涛无论是技术还是心态都成长了许
多。冰壶，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了他的“亲人”。

“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份职业，而是我生命中的一
部分，假如现在不让我练冰壶，那我一定会大哭一场。”

王海涛说，他常看到外国五六十岁的轮椅冰壶运动
员还在参赛，1989年出生的他认为自己还很年轻。他
不给自己设任何限制，也不预想还会参加几届冬残奥
会，“只要身体允许，技术还能够达到国家队的标准，
我会一直打下去。”

轮椅冰壶比赛，讲求协同作战。“团队项目重要
的就是团结，我们队友之间都是相互鼓励，发挥不
好了也不埋怨不抱怨，而是努力为队友做弥补，赢
了比赛特别提士气。”这项“冬残奥会突出贡献集体
奖”，中国轮椅冰壶队实至名归。
受到表彰后，王海涛和队友都特别
开心，纷纷拿着奖牌拍照留念。相
信今后的他们会更加团结，也相信
他们能鼓舞更多的残疾人，一起向
未来。

迎难而上
为国争光

本报记者 李冰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