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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夜幕下的哈尔滨国际会

展中心流光溢彩，来自亚洲各国各地区

的冰雪健儿相聚于此，共话青春友谊，共

襄体育盛典。当晚，第九届亚洲冬季运

动会在哈尔滨圆满落幕。

本届亚冬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获

得 32金 27银 26铜，不仅位居金牌榜和奖

牌榜首位，而且追平了哈萨克斯坦队保

持的单届亚冬会 32枚金牌的历史纪录。

作为 2026 年米兰冬奥会的前哨战，

亚洲冰雪健儿在松花江畔展现了驰冰驭

雪的风采，上演了一场场精彩对决。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 32 枚金

牌中，冰上项目 13 枚，雪上项目 19 枚，雪

上项目金牌数首次超过冰上项目金牌

数。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中国

原本的“冰强雪弱”局面正在改变，冰上、

雪上项目实现均衡发展。

一

19 金 18 银 14 铜——

在本届亚冬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雪上项目多点开花，金牌数、奖牌数与项

目覆盖广度均创新高。我国运动员在越

野滑雪、自由式滑雪、滑雪登山、单板滑雪

等多个项目上，均创历史最佳战绩。

中国自由式滑雪队老中青三代运动

员齐心协力，夺得 7 金 8 银 4 铜。从临危

受命参加亚冬会，到拿下中国体育代表团

首金，李方慧在本届亚冬会自由式滑雪女

子 U型场地技巧项目上的金牌，给中国队

开了个好头。“参加这样的大赛，必须保持

平静的心态。”李方慧说，“我在比赛中把

最好的动作拿出来了，而且完成得也不

错，这是我最骄傲的。”

李方慧曾在北京冬奥会获得该项目

的第 5 名。经过几年坚持和沉淀，如今

的她更加成熟。“成绩的提高得益于身体

能力、竞技水平的提升。”李方慧说，“我

会朝着米兰冬奥会继续努力，力争登上

领奖台。”

一直以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被誉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梦之队”。在

本届亚冬会上，他们也展现出断层式的

领先优势。在徐梦桃和齐广璞 2 位奥运

冠军带领下，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队获得 4 金 4 银 2 铜，从老将、中生代到

新锐队员都有出色发挥。

中国越野滑雪队在本届亚冬会上夺

得 5 金 2 银 3 铜，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

性突破。31 岁老将王强本届赛事揽下

双冠，他在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

项目上拿到中国男子越野滑雪首枚亚冬

会金牌。在女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

赛场上，李磊、孟红莲、迪妮格尔·衣拉木

江位列前三，彰显了中国越野滑雪队不

错的人才储备。其中，李磊为中国体育

代 表 团 拿 下 亚 冬 会 史 上 的 第 100 枚 金

牌。这枚意义非凡的金牌让李磊非常激

动，队伍取得的佳绩更令她对越野滑雪

在国内的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单板滑雪队获得 3 金 4 银 1 铜，

成绩亮眼。在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中出现失误的杨文龙，迅速调整

状态，以 193.25 分的高分将单板滑雪男

子大跳台的金牌收入囊中。这位在国际

赛场打拼多年的运动员，终于在亚冬会

上迎来了属于他的荣耀时刻。他的队友

姜鑫杰收获 2 枚银牌。女子方面，18 岁

的张小楠和 17 岁的熊诗芮先是包揽单

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金银牌，又

在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中交换名

次，再次站上了冠亚军的领奖台。

中 国 冬 季 两 项 队 夺 得 1 金 1 银 3

铜。由唐佳琳、文颖、褚源蒙、孟繁棋组

成的中国队，在冬季两项女子 4×6 公里

接力比赛中，经历了领先、落后、追赶、反

超，在最后时刻逆转夺冠，用拼搏奏响胜

利的凯歌。

长期以来，“冰强雪弱”是形容中国

冬季项目格局的高频词。这不仅指竞技

成绩上的差距，也包括雪上项目在人才

储备等方面的劣势。不过，在本届亚冬

会上，我们看到了一批有潜力、有梦想、

有冲劲的年轻选手在雪上项目崭露头

角，甚至已挑起大梁。

虽然米兰冬奥会积分赛与亚冬会同

期举行，造成部分亚洲高手分流。但自

北京冬奥周期以来，中国冰雪健儿长久

的努力得到了丰厚回报，他们在本届亚

冬会上取得的成绩令人感到欣喜。

二

相比之下，冰上项目的竞争则更加

激烈。

短道速滑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上届札幌亚冬会上，韩国短道队以 5 枚

金牌力压中国队居首。本次亚冬会上，

中国队在全部 9 个项目中收获 2 金 2 银 4

铜，韩国队则拿到了 6 金 4 银 3 铜。

最令人惊喜的是中国队夺得女子

3000 米接力的金牌。近年来，中国女子

短道速滑成绩有所下滑，和欧美、韩国

高手相比在单项上没有优势。但在接

力比赛中，中国女队常年一起训练，彼

此非常默契。老将范可新稳定军心，公

俐、王欣然等年轻选手冲劲十足。在本

届亚冬会上，她们在女子 3000 米接力比

赛中逆转夺冠，为中国队带来惊喜。此

外，公俐和臧一泽在女子 1500 米决赛中

拿到银牌和铜牌，张楚桐在女子 1000 米

决赛中成功突破 3 名韩国选手的围剿，

获得铜牌。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张

晶认为，中国女队和韩国女队的整体差

距在缩小。“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中

长距离的耐力上，我们现在和韩国队都

有一拼。”

从 1 金到 11 金，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速度滑冰项目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上届札幌亚冬会上，高亭宇为中国

速 度 滑 冰 队 拿 到 了 唯 一 的 一 枚 金 牌 。

这 次 在 哈 尔 滨 ，他 收 获 了 男 子 100 米 、

500 米和短距离团体追逐 3 枚金牌。对

比两届亚冬会，高亭宇表示，中国队科

学的训练手段、资深外教的帮助让他进

步显著，“大家一起努力，中国速度滑冰

会越来越好”。

同样在本届亚冬会上成就“三金王”

的 还 有 宁 忠 岩 和 韩 梅 ，宁 忠 岩 在 男 子

1000 米、1500 米和短距离团体追逐中问

鼎；韩梅则在女子 1000 米、1500 米、女子

团体追逐中夺金。经过几年不懈努力，

两人已经成长为中国速度滑冰队的中坚

力量。赛后，他们都把目光放到了米兰

冬奥会上。宁忠岩说：“我在米兰要弥补

北京冬奥会的遗憾，争取登上最高领奖

台。”韩梅则表示，接下来要戒骄戒躁，保

持谦卑，把目标放在更大舞台上。

在花样滑冰赛场，中国队年轻选手

有一定的进步，但与亚洲高手有着明显

的差距。朱易和安香怡在女子单人滑中

位列第五、六名，在技术动作难度和稳定

性方面都暴露了短板。男选手戴大卫和

陈昱东分列第四和第七位，还需要进一

步打磨提升竞争力。

年轻的冰舞组合任俊霏/邢珈宁为

中国花滑队赢得了一枚银牌，是该项目

为数不多的亮点。双人滑组合王瑀晨/

朱磊排名第五，中国花滑曾经的最强项

正处在艰难爬坡中。

冰球和冰壶两个项目的比赛贯穿整

个哈尔滨亚冬会。中国男子冰球队在半

决赛以 1 比 3 不敌哈萨克斯坦队后，又在

铜牌战中以 2 比 5 输给韩国队，最终获得

第四名。中国女子冰球队在打完米兰冬

奥会资格赛后，马不停蹄转战亚冬会，最

终收获铜牌。

中国冰壶混双和男队先后收获铜

牌，中国女队在决赛中以 2 比 7 不敌韩国

队，获得银牌，无缘卫冕。总体来说，这

次亚冬会中国冰壶队的表现可圈可点，1

银 2 铜的战绩在预料之中。

三

告别哈尔滨，走向米兰，迎接中国冰

雪健儿的将是更加严峻的挑战。

对标米兰冬奥会“取得境外参赛最

好成绩”的参赛任务，我国冰雪健儿既通

过哈尔滨亚冬会提升了信心，也看清了

努力的方向。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队在雪

上的传统优势项目。在本届亚冬会上，

中国队拿到 4 枚金牌，足见他们在亚洲

范围内依旧具备统治力。不过，需要关

注的是，哈萨克斯坦等代表队已拥有了

在空中技巧项目上分一杯羹的实力。阿

亚娜·卓勒达斯站上女子个人领奖台，随

后哈萨克斯坦队力压日本队拿到混合团

体银牌。男子双人同步比赛中，罗曼·伊

万诺夫/谢尔佐德·卡希尔巴耶夫凭借最

后一跳反超中国队夺冠，给中国队的备

战增加了压力。

滑雪登山作为米兰冬奥会新设项

目，此次在哈尔滨亚冬会完成首秀。以

一批年轻队员为主的中国队，包揽了 3

个项目的全部 9 枚奖牌。面对佳绩，中

国运动员仍需保持冷静。

19 岁的小将布鲁尔表示，若对标世

界顶尖选手，他在体能储备、技术细节等

方面还有明显不足，需要通过更刻苦的

训练去追赶。于婧萱也认为：“我们有系

统的训练、顶级的教练，这些都是我们在

亚冬会制胜的原因。世界赛场竞争将更

加激烈，很多欧洲选手从小就开始滑雪，

参与登山训练，他们在体能上有明显优

势，而且大多经验丰富。”

同样将目光投向国际赛场，中国短

道速滑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除了韩

国队，荷兰、意大利、匈牙利、加拿大等欧

美强队的实力不容小觑，当前的竞争格

局愈发激烈。对于正处于新老交替关键

期的中国队来说，要想在一年后的米兰

打“翻身仗”，可谓任重道远。

亚冬会比赛一结束，许多运动员来

不及休整就转战米兰冬奥会积分赛。

中国短道速滑队马不停蹄地转战世

巡赛米兰站，与世界高手过招，同时适应

和感受米兰冬奥会比赛场馆的情况。中

国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高

山滑雪等队接下来也要参加一系列积分

赛，为米兰冬奥会资格而战。

哈尔滨亚冬会，不仅留下了众多或

热血、或激情、或温暖、或感人的赛场瞬

间，而且也展现了中国冰雪运动从北京

冬奥会至今的稳步发展。

北京冬奥会后，中国冰雪运动已阔

步迈上新台阶。尤其人才梯队建设成效

显著，新人冒尖为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放眼世界、对标米兰，中国冰雪健儿

正全力以赴、步履不停。

上图：2月 14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

动会闭幕式在哈尔滨举行。 新华社发

版式设计：贾国梁

亚冬会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32金 27银 26铜，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站在“冰城”望米兰
■本报记者 马 晶

时隔 29 年，哈尔滨再度邀约四海

宾朋，共谱冰雪运动的新华章。

在 8 天 时 间 里 ，“ 冰 城 ”哈 尔 滨 以

“融合、包容、多元”的姿态，奉献一场

“极美、极燃、极暖”的冰雪盛宴，成功举

办了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

呈”的体育盛会。

在家门口举办的亚冬会上，中国体

育代表团成绩十分出色，夺得 32 金 27

银 26 铜共 85 枚奖牌，位列金牌榜、奖牌

榜第一。

除了精彩的赛事和中国体育代表

团出色的成绩之外，我们更高兴地关注

到竞技层面之外的变化。

哈尔滨亚冬会创造了两个纪录——

第一，哈尔滨亚冬会从申办到举

办，只有 580 天的筹备时间，这在以往

的世界大赛和洲际大赛中是最短的；

第二，哈尔滨亚冬会的全部比赛场

馆均是利用现有场馆。举办洲际级别

的体育大赛而无新建场馆，这在中国举

办洲际大赛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简而言之，就是说哈尔滨以较低的

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举办了一届成功

的亚冬会。

“在仅一年多的筹备时间里，哈尔

滨不仅运用了先进的科技办赛，还展现

了城市的独特魅力，堪称最成功的一届

亚冬会。”2 月 14 日，亚奥理事会第一副

主席霍震霆在闭幕式当天的新闻发布

会上高度赞扬哈尔滨亚冬会。

哈尔滨亚冬会的成功举办，秘诀在

于高效、创新与融合。

尽管筹备时间紧张——从 2023 年

7 月 8 日申办成功到 2025 年 2 月 7 日正

式开幕，仅有 580 天，但哈尔滨凭借雄

厚的冰雪运动基础和丰富的办赛经验，

成功完成了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哈尔滨亚冬会的成功，还得益于其

冰雪运动的深厚底蕴。

作为“双亚冬之城”，哈尔滨在 1996

年举办过第三届亚冬会，具备良好的场

馆设施基础。本届亚冬会的“2地 9馆 37

村”场地全部利用原有设施进行维修改

造，采用节能环保材料和绿色低碳技

术。亚奥理事会副总干事维诺德评价

道：“一些场馆设施已达到冬奥会标准。”

“虽说场馆都有，但仅仅维修改造

升级，就是一项大工程。没有高效二

字，是万万不能的！”哈尔滨亚冬会组委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效的关键在于

统筹规划和执行力。我们从一开始就

制订了详细的时间表，确保每个环节无

缝衔接。”

哈尔滨亚冬会的成功，离不开组委

会的精心筹备。

在闭幕式现场，当 20余名志愿者代

表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掌声雷动。在

这 20余名志愿者代表的背后，是近 6000

名赛事志愿者的辛勤付出，是超过 2 万

名城市志愿者的热情好客，是各行各业

从业者在风雪中的默默坚守……

哈尔滨亚冬会的成功，离不开哈尔

滨人的热情好客。

置身亚冬会赛场，志愿者的身影无

处不在——观众服务、交通保障、竞赛组

织、媒体服务，以及安保、医疗、救援等。

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对

本届亚冬会给予高度评价：“感谢哈尔滨

亚冬会给予了我见过的最好的医疗服

务，也要感谢热情的志愿者。”

在快速回升的气温中，第九届亚洲

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顺利闭幕。哈尔

滨以亚冬会为契机，开启了一种办赛新

模式，也向世界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多元

文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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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我国北方地区的很多城

市来说，是刚刚入冬的温度。

这个温度，是冰壶比赛时冰面的

温度，也是很多热带地区运动员梦想

的温度。

哈尔滨亚冬会上，菲律宾队在男子

冰壶决赛中击败韩国队夺金。这不仅

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枚亚冬会奖牌，更是

亚冬会历史上来自热带的代表团首次

夺得金牌。

“希望这枚金牌能激励其他来自热

带地区的运动员。”菲律宾男子冰壶选

手本乔·德拉门特说，“我们的故事可以

向大家证明，虽然没有高山和积雪，但

只要有一块冰场，我们也可以参与冰雪

运动的竞争。”

同样在本届亚冬会上实现奖牌“零”

的突破的，还有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

在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决赛中，24 岁的泰国选手保罗·维厄当

摘得铜牌。“原本我们对奖牌并没有期

待，结果他创造了历史。”泰国队的随队

官员表示。

回望 1986 年在札幌举行的首届亚

冬会，仅有 7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

赛。29 年前哈尔滨第一次举办亚冬会

时，运动员只有 400 多人。这一次，共

有来自亚洲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余

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创历史新高。他们

中既有代表热带国家参赛的“追梦人”，

也有来自无雪之地的“开拓者”，亚冬会

为他们搭建了参加冰雪运动的阶梯。

近年来，亚洲的冰雪运动版图不断

扩大。高山滑雪女子回转比赛，是本届

亚冬会参赛代表队最多的项目，共有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报名参加。

位于热带地区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泰国以及西亚的沙特阿拉伯、科

威特、阿联酋等队伍，也都派了运动员

参加高山滑雪比赛，充分显示雪上运动

在亚洲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与普及。

作为下一届亚冬会的东道主，沙

特阿拉伯首次派团参加亚冬会。沙特

代表团的 8 名运动员参加冰壶和高山

滑雪两个项目，完成了他们的亚冬会

首秀。来自沙特的记者法赫德说：“沙

特队首次参加亚冬会，在我们国内也

受到很多关注。除了关心沙特选手的

表现，我们也希望从哈尔滨汲取更多

办赛经验。”

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仅有 1 名沙

特运动员参赛起步，沙特发展冬季体育

运动的努力正逐渐显露成效。如今，沙

特有超过 140 名冬季项目运动员，相信

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沙特人喜欢上

冰雪运动。

哈尔滨亚冬会的落幕，恰是亚洲冰

雪运动发展的新开始。梦想没有温差。

在 4 年后的沙特阿拉伯，运动员们将在

热带沙漠中追逐冰雪的梦想。为了抵

达梦想的彼岸，他们正带着热爱出发。

梦想没有温差
■马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