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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是一种传承，
我们都是七台河人，我希望以
后有更多七台河的孩子，能接
上我的这一棒。”在北京冬奥
会短道速滑 2000 米混合团体
接力决赛夺冠后，范可新接受
采访时说道。范可新的这番
话再次把七台河带入到大众
的视野中。

七台河位于中国东北边
陲，有着“冬奥冠军之乡”之
称。这里每年有4个月气温在
零下20摄氏度，气候和地理条
件十分适合开展冰上运动。
杨扬、王濛、孙琳琳、范可新等
10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都是
从这里滑向世界。

孟庆余：
短道速滑奠基人

七台河能够成为“冬奥冠
军之乡”，离不开中国短道速
滑的奠基人孟庆余。孟庆余
率先将我国的短道速滑运动
推向竞技体育之路，奠定了七
台河短道速滑事业的基础。

孟庆余一生热爱滑冰。
1972年，他代表七台河参加合
江地区（黑龙江东部）冰上运
动会，一举夺得速滑 1500 米、
3000 米和 5000 米冠军。之
后，受邀于七台河体工队，他
开始担任滑冰教练。

上世纪70年代，七台河连
个像样冰场都没有，孟庆余就
自己设计了简易浇冰车，拿大
铁桶当做水箱，灌满水后，拉
着爬犁在冰场上一圈一圈地
浇，直到整个冰面平整。

1987年，孟庆余结合七台
河实际情况，将重点项目从速
度滑冰转为短道速滑，主攻女
子项目。当时短道速滑刚刚
兴起，尚未列入奥运会项目，
这个决定相当有前瞻性。

他还负责挑选学员，选拔
优秀的体育苗子。每天凌晨，
他都要起来浇冰、负责学员的
训练、伙食。当年学员的住宿
条件非常差，没有齐全的设
备，甚至连冰刀都买不起。范
可新的家庭条件不好，孟庆余
贴钱给她买冰刀，并叮嘱她好
好训练。现在，提到孟庆余和
那双 2500 元的冰刀，范可新
还是会哽咽。为了更省钱、让
冰刀更耐用，孟庆余学习了如
何修理冰刀，甚至在专业杂志
上发表文章《短道冰鞋的修
理》。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
下，孟庆余培养出了张杰、杨
扬、王濛等世界冠军。

遗憾的是，2006 年，孟庆
余在送学生去训练的路上遭
遇车祸，不幸去世。去世时，
他身上还带着秒表。电影《破
冰》正是根据孟庆余的事迹拍
摄而成，讲述了滑冰教练日复
一日培养速滑运动员的故事。

历代教练：
接力培养学生

七台河之所以能成为“冬
奥冠军之乡”，离不开一代代
教练的接力与付出。

孟庆余虽然走了，但他对
短道速滑的热爱、对人才的培
养，永远留存下来。他当年培
养的学生，有不少继承他的衣
钵，成为专业教练员。赵小
兵、张杰、董延海、张利增等
人，执教于冰场，投身于短道
速滑事业。

赵小兵是孟庆余的第一
任弟子。赵小兵退役后，孟庆
余 挖 掘 她 成 为 短 道 速 滑 教
练。孟庆余鼓励赵小兵，虽然
她成为不了冠军，但可以培养
更多的学生成为冠军。此后，
赵小兵从运动员转为教练，一
执教就是三十多年，先后培养
出孙琳琳、王伟、李红爽等优
秀运动员。

2009 年，张利增回到家
乡七台河执教。他像恩师孟
庆余那样，每天起床浇冰、培
养学生。他曾说过，“就算再
苦再累，我也要把孟教练交给
我的滑冰技能传授下去。”在
他的培养下，运动员成绩斐
然，共获得亚洲级金牌 8 枚、
国家级金牌 21 枚、省级金牌
110枚。

2014 年，张杰、董延海回
到家乡七台河执教。张杰是
七台河市第一个短道速滑世
界冠军，从小跟着孟庆余学习
滑冰。她提到孟庆余为了增
强队员的耐力，曾骑车带他们
长途拉练，最长的一次骑行线
路是七台河－牡丹江－哈尔
滨－依兰－七台河，绕一圈长
达上千公里。现在，张杰担任
七台河职业学院短道速滑训
练中心主教练。

正是在一代代教练员的
心血浇灌下，才有了七台河的
冠军之路。中国迄今为止在
冬奥会获得的 18 枚金牌，有
10枚是短道速滑项目所得，其
中有7枚金牌来自七台河的运
动员。七台河运动员们还获
得了 500 余块国家级金牌、
170余块世界级金牌。

体教结合：
蓄积冠军后备力量

在七台河，滑冰是一项全
民爱好，有很多露天冰场免费
向市民开放。为了能够更好
地培养运动员，七台河全市上
下在行动。

七台河有一座短道速滑
冠军馆，里面展示了孟庆余和
历代教练、杨扬、王濛、张杰等
冠军的事迹。其中一面墙上，
挂满了运动员穿破的 1000 多
双鞋，以无言的方式传达着冠
军之路的艰难。

2013年之前，七台河没有
标准冰场，只能一边用推土机
在空地推出冰场，一边带着学
员去哈尔滨训练。2013年后，
七台河体育中心的室内冰场
投入使用，才结束了七台河无
室内冰场的历史。

2014年，七台河开始探索
“体教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创
建短道速滑特色学校，将短道
速滑基础人才放在校园内培
养。当地政府给予财政支持，
要求每个学校都有浇冰场。
学校广泛开展速滑课，带领学
生在冰场上进行训练。为了
激发更多孩子的冰上运动热
情，七台河市还把滑冰这项冬
季运动纳入中考考试。

2017年，七台河职业学院
张杰冰上运动学院成立，学院
开设短道速滑专业，培养短道
速滑教练员。

2019年，七台河职业学院
短道速滑训练中心成立，专门
培养短道速滑优秀运动员。

竞技体育的竞争，归根到
底是人才的竞争。在这一模
式下，七台河将体育和教育相
结合，从学校开始培养运动
员，形成了一整套短道速滑人
才选拔机制，先后被评为“国
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国家短道速滑七台河
市体育训练基地”等。

截至目前，七台河市共有
11所短道速滑特色学校，组建
了15支短道速滑训练队，拥有
专职教练员20多人，在训运动
员达到 430 多人，是中国短道
速滑项目人才最多的城市。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詹淑真

北京冬奥会上，既有谷爱
凌、苏翊鸣这样初出茅庐的新
星，也有非常多的老将仍坚守
在赛场，他们有的拿到了金牌，
依旧光芒四射；有的则无缘卫
冕，但也可笑着离开，让我们一
起致敬这些老将，致敬他们的
坚持和顽强。

佩希施泰因
第八次冬奥之旅

德国速滑选手克劳迪
娅·佩希施泰因是北京冬奥
会上年龄最大的选手，1972
年2月22日出生的她还有几
天就满50岁了，也是“老将”
范可新的偶像。佩希施泰因
的职业生涯极为辉煌，从
1992年首次参加法国阿尔贝
维尔冬奥会，至今已是她的第
八次冬奥之旅。在漫长的冬
奥生涯中，她一共赢得9枚奥
运奖牌，其中包括5枚金牌。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佩希施泰因毫无悬念地成为德
国代表团旗手。而在她参加的
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比赛中，
她只排在第20名，是所有选手
中最后的，她保持了20年的奥
运会纪录也在她亲眼见证下被
荷兰选手打破了，但她并不难
过。“比赛的结果并不那么重
要，能够拿到参赛资格来到冬
奥赛场上我就非常自豪了。”

佩希施泰因的坚持和对速
滑运动发自内心的热爱，打动
了许许多多的人。对她而言，
来到北京就是胜利。

托格·内尔高
第六次征战冬奥

佩希施泰因是北京冬奥会
上年龄最大的选手，挪威冰壶
运动员托格·内尔高则是北京
冬奥会上年龄最大的男性运动
员。托格出生于1974年12月12
日，这次是他第六次参加冬奥
会，当他2002年第一次参加盐
湖城冬奥会时，就为挪威赢得
了一枚金牌。随后在2010年温
哥华冬奥会，他又随队夺得一
枚银牌。

本届冬奥会，挪威冰壶男
队的表现不算理想，目前仅以2
胜4负排在积分榜并列第七位，
但尚未丧失晋级资格。托格表

示，他绝不会放弃，因为今年可
能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冬奥会了：

“参加奥运会是我们一年以来的
目标，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
就应该百分百地去投入。”胜负
未定，托格·内尔高仍在努力争
取自己第三枚冬奥奖牌。

肖恩·怀特
“单板滑雪U型场地之王”

传奇谢幕

有着“单板滑雪U型场地之
王”美誉的三届冬奥会冠军、美
国名将肖恩·怀特在北京冬奥
会中因失误最终排名第四，遗
憾无缘领奖台。已经35岁的他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北京冬
奥会将是自己的冬奥谢幕战。

北京冬奥会是肖恩·怀特的
第五次冬奥之旅，他也是这个项
目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奥运参赛

选手。肖恩·怀特毫无疑问是单
板滑雪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
一，2006年都灵冬奥会、2010年
温哥华冬奥会，他蝉联单板滑雪U
型场地技巧冠军，风光无限。

2014年索契冬奥会，肖恩·
怀特无缘领奖台，人们一度以
为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然
而在四年后的平昌冬奥会上，
肖恩·怀特上演王者归来的戏
码，以31岁的“高龄”夺得个人
第三枚奥运金牌，震惊了世
界。四年后，他依旧选择坚持，
来到了北京，但这一次，命运没
有眷顾他。

肖恩·怀特的最后一滑以失
败告终。他摘下头盔，慢慢地从
雪道上滑下来，和众人挥手时，
已是热泪盈眶。在他的泪水中，
包含了一切言语无法言说的情
绪。他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医
生曾预言他活不过20岁，但他不

仅战胜了疾病，更用自己的努力
和天赋站上了巅峰。

传奇落幕，肖恩·怀特像演
员谢幕一样做了一个绅士的致
谢礼。他说：“我将漫长的运动
生涯和我心爱的单板滑雪留在
身后了，我留下了我的传承。”

雅克利娜·莫朗
两度参加北京奥运会

几乎没有人能以运动员的
身份分别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两
届奥运会，但46岁的巴西人雅
克利娜·莫朗做到了。她是史
上第一位参加过八届奥运会的
巴西运动员，其中包括五届冬
奥会和三届夏奥会。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雅克利
娜和同胞一起成为巴西代表团旗
手，而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闭
幕式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
上，她也先后担任了巴西代表团旗

手。在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女子
10公里（传统技术）比赛中，她排在
第82位，此前她还参加了女子短距
离（自由技术）的比赛，但遗憾止步
于资格赛。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成
为传奇人物。

雅克利娜从2004年的雅典
奥运会开启了自己的奥运生
涯，四年后在北京，她再次参与
山地自行车的角逐，最终获得
第19名。山地自行车和越野滑
雪部分训练方式相仿，跨界并
非难事，也有诸多先例。雅克
利娜仅用四个月便学会了滑
雪，并出现在2006年都灵冬奥
会越野滑雪女子10公里的赛场
上，从此她成为第一名参加过
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巴西女运动
员。她已将目标瞄准2026年的
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
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中
的那团火焰依旧在燃烧，我依
然非常渴望参加奥运会。”

琳赛·雅各贝利斯
用16年等待完成“救赎”

在北京冬奥会正式开赛6
天后，美国选手琳赛·雅各贝利
斯获得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
冠军，为美国代表团赢下首枚
金牌。这名36岁的老将，用整
整16年的等待和坚持，为自己
职业生涯中最致命的一个失误
完成了“救赎”。与此同时，她
也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年龄最大
的单板滑雪金牌得主。

16年前在都灵冬奥会，当时
还是“超新星”的雅各贝利斯犯了
一个致命失误——一路领先的她，
在最后一个跳跃中试图“炫技”，结
果这个无谓的花式动作让她摔倒
在终点线前，将金牌拱手相让给瑞
士选手。为此，雅各贝利斯开始了
长达16年的“救赎”之旅。此后，她
连续参加三届冬奥会均无缘奖牌，
直到北京冬奥会。

这一次，身为老将的她没
有玩任何的“花样”，也没有任
何额外的动作，用最极致的速
度赢下了比赛。“我不敢相信这
一刻，一切都不像真的。”夺冠
后的雅各贝利斯非常兴奋，“那
件事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让我
保持对胜利的渴望并坚持拼下
去。如果16年前夺冠的话，现
在我肯定不会再继续滑下去。”
文/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图/新华社

每天开行超10000列，运送
乘客超千万人次，轨道交通已成
为北京市民出行的最佳选择。
2月14日上午，羊城晚报特派记
者在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了解到，北京作为“双奥之城”，
轨道交通的发展也与奥运结下
了不解之缘。

在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
心（以下简称“轨指中心”）参观
厅，记者俯瞰轨指中心一期指挥
调度大厅，在直径长达63米的
圆形大厅内，一个巨型显示屏矗
立于中央、13个扇形区域环绕
四周。轨指中心副总经理方志
伟介绍，“这里就是北京轨道交
通‘大脑’，中间的大屏实时反映
着路网各线的运行情况，一个个
移动的小圆点，代表着一列列穿
梭运行的地铁列车。”

据介绍，轨指中心是亚洲最
大的轨道交通指挥调度大厅，于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投入使
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接
入线路最多、智能化水平最高的
轨道交通路网管理中枢，主要承
担轨道交通线网运营协调与应
急处置、票款清分清算与一票通
卡发行管理、运营信息汇总与统

计分析等工作。
轨指中心新闻发言人童梅

向记者介绍，1969年10月，北京
开通第一条地铁线路，也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条地铁线路。然而
此后数十年间，北京地铁并没有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2001年
7月北京成功申办第29届夏季
奥运会时，北京地铁只有2条线
路、54公里运营里程，日客运量
约百万人次。“这与我们预期到
北京奥运会时的交通需求，还有
一定的差距。”

北京首次成功申奥，成为北
京轨道交通大发展的契机。此
后，5号线、13号线等陆续建设、
投入使用。2007年3月22日，轨
指中心投入使用，成为2008年
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轨道交通
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2008年7月19日，北京地
铁10号线一期、奥运支线、首都
机场线开通试运营。北京奥运
会期间，地铁已发展为8条线
路、200公里运营里程的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

此后，北京的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持续增长，各项乘
客服务设施同步完善。除了推

动线上购票车站取票、扫二维
码进站乘车等轨道交通和互联
网的深度融合外，北京地铁还
探索数字货币的使用，并和广
州、上海等城市地铁的乘车码
实现互联互通。

截至2021年底，北京轨道
交通全路网共有27条线路，运
营里程783公里，以及两条以奥
运命名的线路，居世界第二位，
轨道交通覆盖了100%的北京
市域，中心城750米范围内站点

覆盖率达到27%。北京地铁冬
奥支线（11号线西段），列车设计
融合了冬奥元素，相当亮眼。

方志伟介绍，“重点比赛
日，地铁冬奥支线均有相应应
急安排。轨指中心及时关注
场馆周边客流聚集情况，适时
延长高峰期，保障社会面轨道
交通运营安全平稳有序，运力
充足。”

文/图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付怡 王莉 柴智 郝浩宇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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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选手范可新（左）与队友曲春雨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接力决赛夺冠后庆祝 新华社发

全力支持盛会顺利通行

见证北京“双奥之城”蝶变败也英雄

2月14日下午，日本著名花滑选手
羽生结弦在北京的冬奥会主媒体中心召
开个人新闻发布会。会上，羽生结弦回
答了外界关注的话题。他表示，自己暂
时不会考虑退役，还会继续滑下去，而且
还会继续跳4A（阿克塞尔四周跳）。

羽生结弦首先解释：“这次冬奥会
我们都处于闭环管理中，在混采区的时
候我和记者们也保持了社交距离，所以
想召开这一次发布会，更好地回答大家
的问题。”

在2月10日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
冰男子单人滑自由滑决赛中，羽生结弦
在比赛结束后深情地抚摸了冰面，那一
瞬间令人动容，不少人以为这是他即将
退役的表现。对此，羽生解释说：“在表
演的最后，我并没有很伤心，我很感谢
大家如此用力地为我鼓掌。我想，这可
能是我在这块冰面的最后一次滑行，所
以我想对冰面表示感谢。首都体育馆
的冰面非常好，我滑得非常轻松、非常
开心，我太喜欢这个场馆的冰面了。”

决赛中，羽生结弦带伤坚持跳4A，
但出现失误，最终名列第四。羽生结弦
透露道：“前几天我跳4A的时候，我的
脚踝受伤了，医生和我说，我伤得非常
重，应该要休息了。可能在别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但当时我决定打封闭，在
40分钟的热身之后继续参赛。”羽生表
示，自己在那一刻跳了他能跳的最好的
4A，“我已经很满意了。”

决赛结束当天，羽生结弦表示，是
否继续挑战4A，请外界给他一些时间，
他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在昨天的新闻
发布会上，羽生结弦显然已经考虑清楚
了，他说：“我还是想跳4A，我也还是想
要我的节目越来越完美。我有一种这
样的感受，可能我已经完美完成我的
4A了，某种程度上完美完成了。未来
的目标，也是我正在想的东西。我不确
定这次是不是我最后一次冬奥会之旅，
但我会珍惜花滑的每一个时刻。说实
话，我是不太适合继续滑的，但是我确
实很想再次上冰，我会一点点再次开始
训练。我真的很热爱花样滑冰，我今天
已经上冰，并且练习了4A。我知道我

之后还要滑很久——我不光
是想滑行，我还想跳起来。”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实习生 吴之行

羽生结弦：
暂不考虑退役
未来还会跳4A

交通保障工作向来是历届
奥运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如何将
为数众多的运动员、官员、记者
以及其他奥运相关人员安全、及
时地送到他们想去的地点，考验
着所有主办方的智慧。尤其是
在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的当
下，交通运输保障部门还要考虑
疫情防控问题。在北京冬奥会
进行期间，张家口赛区交通保障
团队通过通力协作以及一系列
高科技系统的帮助，保障着北京
冬奥会的顺利进行。

精准观测
指令下达到每一辆车

在冬奥期间，张家口赛区共
筹措赛时交通服务保障车辆
1565辆，开设运行线路共计88
条。在位于张家口崇礼区的张
家口冬奥交通保障指挥中心，一
块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显示着目

前所有正在张家口赛区内运行
的冬奥车辆情况。这是张家口
交通保障团队专门为此次冬奥
会设计的冬奥交通综合运行保
障系统。

据张家口冬奥交通保障指
挥中心执行指挥张明海介绍，
这套交通保障指挥系统具有
运行监测、自动预警、应急指
挥三大功能。“我们可以通过
这套系统，清楚地了解到每一
辆车辆的所在位置以及运行
情况，并向它们发出相关指
令。”张明海说，“只要某些地
点的人数超过每100平方米
100人，地图上就会对该地点
标红，我们就能指挥附近车辆
在两到三分钟内到达该地点，
保障相关人员的出行。”

所有参与本次冬奥会的人
员都在闭环内活动，这是防止
疫情外扩的措施之一，而连接
不同闭环地点的车辆也是闭环

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明海表
示，交通保障团队始终强调疫
情防控要求，指挥系统设有报
警系统，只要有车辆未在指定
地点停车，系统就会发出警
报。“我们的要求就是绝不在路
上停车，只要停车就报警，绝对
不破闭环。”

以雪为令
保证冬奥车辆安全出行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所
在地崇礼属于高山地区，地势复
杂天气多变，在比赛期间容易受
到雨雪天气的困扰，这对张家口
赛区的交通保障团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就在2月12日至13
日，张家口市普降大雪，其中崇
礼部分区域的降雪量已达到了
暴雪标准，为冬奥车辆的出行造
成了一定困难。

为此，张家口赛区交通保障

团队中专门有一支铲冰除雪保
障团队，保障冬奥车辆在雪天的
顺利出行。该团队共配备除雪
设备480台、机具设备200套、近
2000名除雪队员，确保降雪时
交通不间断、雪停后2小时内行
车道清雪完毕。

据了解，奥运涉奥道路分为
三部分，包括奥运专用路、奥运
普通路和管委会管养核心区连
接通道。除雪保障团队在每一
部分的路段都进行了专门部署，
并配备有专门的除雪力量。即
便是12日至13日的暴雪天气，
也没有对张家口赛区的交通运
行造成过多影响。

据介绍，除雪团队采取“机
械为主、人工为辅”的除雪方式，
以雪为令，能做到边下雪边除
雪，故能保证雪停后2小时内行
车道清雪完毕。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郝浩宇 柴智 付怡 王莉

冬奥快车

探访北京冬奥会张家口
赛区交通保障团队——

直击亚洲最大的
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他们八战冬奥，他们战完夏奥战冬奥，
他们完美或遗憾，他们，一直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