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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雪 彼得-瓦伦斯基

9日，斯洛伐克选手佩特拉·弗洛娃获得高山滑
雪女子回转冠军，这是斯洛伐克历史上第四枚冬奥
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斯洛伐克所有冬
奥会金牌都来自女选手。新华社记者赛后采访了身
处北京的弗洛娃及其团队，以及在斯洛伐克为其呐
喊助威的家人。

斯国民偶像 实力超群但平昌抱憾

北京之行是弗洛娃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她是
2020-2021赛季高山滑雪世界杯女子年度总冠军。
在北京冬奥会开始前夕，她一直在参加2021-2022赛
季高山滑雪世界杯分站赛，力争卫冕冠军头衔。

生于1995年的弗洛娃从三岁开始练习滑雪，拥有
多个青年世界冠军头衔，包括青奥会冠军、世青赛冠军
等。

她是斯洛伐克人眼中的“天才少女”，北京冬奥夺
冠前，就已经是斯洛伐克炙手可热的国民偶像，备受粉
丝和商家追捧，形象靓丽的弗洛娃还是此次斯洛伐克
冬奥军团的形象代言人。9日夺冠后，斯洛伐克众多
公众人物、品牌和商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式地向她表
示祝贺。

四年前在平昌，肩负斯洛伐克民众厚望的弗洛娃
未能站上领奖台，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但斯洛伐克民
众并未对她失掉信心。斯洛伐克代表团出发前往北京
之前，团长曾向媒体多次介绍弗洛娃。斯洛伐克当地
媒体也曾做过多次民意调查，当被问及心目中哪个项
目最有可能为斯洛伐克代表团夺金时，民众的答案出
奇一致：高山滑雪女子回转。

后来居上 心理强大是关键

9日比赛中，弗洛娃第一轮结束后排名第八，就当
观众以为她要再次抱憾而归时，她凭借在第二轮中近
乎完美的发挥，以0.08秒的优势战胜奥地利选手卡塔
琳娜，将金牌收入囊中。

弗洛娃夺冠后告诉新华社记者：“我战胜了自己的
情绪。第一轮结束后，情况看起来不太妙，我一时间很
难进入状态。但我的团队相信我，没有团队的支持我不
可能赢得比赛。那时，团队中所有人都反复告诉我，我
现在需要做的，只是专注于第二轮比赛。他们都为我夺
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十分感谢一直相信我、没有对我
失掉信心的人们，包括远在斯洛伐克的粉丝们。”

2021-2022赛季开始前，弗洛娃的团队请来了新
教练——意大利人皮尼。2014年冬奥会，在他指导
下，斯洛文尼亚滑雪运动员蒂娜·梅兹获得两枚金牌。

斯洛伐克当地体育媒体普遍认为，皮尼的到来给弗洛
娃团队带来了改变，特别是他带来了“舒适和平静”，这
对选手比赛时的心态非常重要。

弗洛娃夺冠后，已是冬奥“三金教练”的皮尼告诉
记者：“我的心还在狂跳。我一直强调，要相信自己能
赢，创造正确的能量和领导力。我告诉弗洛娃，第一轮
之后你已经没有什么可输的了，你必须全身心投入第
二轮。最后，她充分做到了这一点，我非常高兴。”

“来自小国家女孩子的巨大胜利”

弗洛娃的父亲伊戈尔被斯洛伐克人称作她的“头
号粉丝”，他同时也是弗洛娃团队的负责人。此次，他
并未随队前往北京，而是在家乡给女儿加油。

在电视里目睹女儿创造历史后，伊戈尔喜极而泣：
“她的胜利就是一切。我们高兴得又哭又跳又抱，我们
握紧了拳头。她的表现堪称完美，团队也做得很棒。
现在，我是最骄傲的父亲。一个来自小国家的女孩子，
在全世界面前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

斯洛伐克地处欧洲中东部，人口仅500多万，但民
众普遍热爱冰雪运动，斯洛伐克境内的高低塔特拉山
地区是欧洲知名的冰雪项目训练地。此次北京冬奥
会，斯洛伐克代表团由111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50
名运动员。 （新华社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志飞

苏超莉是一名大学老师，33岁，
来自北京，参加了北京2022年冬奥
会张家口赛区的城市志愿服务。
2008年，她曾是奥运火炬传递志愿
者。14年之后又有这样一个机会，
她觉得这段经历非常特殊。

参加志愿服务是苏超莉的一个
奥运情结。她热衷志愿服务，从大学
开始就林林总总参加了很多志愿服
务项目，比如义务家教、学校迎新活
动、马拉松志愿服务等。2011年，她
在“志愿北京”系统上注册成为志愿
者。如今，她在“志愿北京”上的服务
时长已高达2000多小时，成为北京
市的五星级志愿者。

苏超莉对志愿服务是一种发自
内心的热爱，志愿服务也给了她人生
成长发展的契机。读研究生时，她进
入了志愿服务理论研究领域，现在是
志愿者，也做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
同时还是志愿服务的培训师。苏超
莉感恩这些志愿服务经历，帮助她从
一个只会埋头做题的大学生，变成一
名大学老师。她的整个青春、朋友，
都跟志愿服务经历有关。

作为一名孩子只有7个多月大
的新手妈妈，对她来说，从北京到张
家口参与服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
定，这段经历也非常难忘。跟孩子分

别的这些天，她非常想孩子。孩子出
生后的第一个春节，不能跟孩子一起
过，她的内心还是有遗憾的。不过，
她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她说“我是妈
妈，我也是我自己”。未来，等孩子长
大了，她会跟孩子讲自己的经历。

此次，苏超莉在张家口非注册
VIP新闻媒体中心参与冬奥会城市志
愿服务。服务期间，她提议布置“志愿
者之家”，为志愿者提供大后方支持。
她和志愿者小伙伴剪五色纸、手绘海
报、贴春联窗花，张贴心愿墙和照片
墙，一点一滴把志愿者之家布置起来，
内心很有成就感。志愿者是做服务工
作的，但也需要被关心、被关注。志愿
者之家，就是要给志愿者家的温暖。
当她和小伙伴们在市民广场冬奥会0
天的倒计时牌子前合影时，有市民自
发走过来与他们合影，她觉得这是对
他们的肯定，是对张家口所有城市志
愿者的肯定。冬奥会的成功举办，需
要所有人的努力。这个春节，苏超莉
及家人还有她的志愿者小伙伴们，都
在以不同的方式为冬奥会贡献着萤火
之光，非常难忘。

家人很理解她，也很尊重她，愿意
克服困难帮她完成梦想。孩子还没断
奶，苏超莉的爱人请了三天假、再凑上
春节假期，在家带孩子，他知道那是妻
子的理想，所以，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
过。他说，愿意支持妻子的热爱，而且
他认为宝宝应该也支持妈妈。

除夕之夜，与孩子视频时，看见
孩子哭了，苏超莉心里有些难受，感
触良多，就即兴写了一封给孩子的
信：妈妈现在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服务
冬奥会。做志愿者是忙碌的，也是快
乐的，做志愿服务是一件骄傲和自豪
的事情，等你长大了，妈妈给你讲讲
这些故事，咱们可以一起去当志愿
者！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个角色，也会
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未来会
做什么样的选择，妈妈都希望你健康
快乐，对生活保有好奇心。

苏超莉说，她打算把那张写信的
稿纸塑封一下，保存着留给女儿。

她是“新手妈妈”也是冬奥志愿者

从“冰墩墩”到“颁奖花束”
巧手编织助力冬奥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孔一涵

2月10日，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
地技巧决赛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张
家口赛区的气温低至零下，观众席的
气氛也接近冻结：

28岁的蔡雪桐将要进行她的第
三次滑行。

此前，中国队的其他两位选手刘
佳宇和邱冷都已经宣告完赛，然而水
平发挥得不甚理想，中国队的最好成
绩还停留在蔡雪桐第一次滑行获得的
81.25分。

如果蔡雪桐想从目前的第四位再
进一步，那么她必须在这最后一次的滑
行中挑战更高难度，并尽量完美完成。

反脚后刃空中飞跃，成功；
正脚外向转体900度，成功；
正脚内向转体540度，成功；
正脚外向转体 1080 度，成
功！

蔡雪桐只剩最后一次跳
跃，反脚的900度转体！

她跳起，身体却没有旋
转到预想中的角度。雪板提
前接触到了地面，她趔趄了
一下。

“起跳的时候可能还是
不够有耐心，起跳有点儿急了，就
没给上力。”赛后，蔡雪桐反思了自己的动作。

预料之中的结果也不能冲淡遗憾与失落，最终
以第四名结束比赛的蔡雪桐在接受采访时还是没
有忍住眼泪：“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我也
很享受今天滑雪的过程。我只是难过于没有完成
想要完成的那一套动作，运气上稍微差一点。”

竞技体育不存在常胜之师，每一位运动员都不得
不面对失败和缺憾。只是，对于职业生涯难以预测的
运动员来说，这些缺憾似乎格外残酷。

当蔡雪桐在张家口赛区挑战自我时，在北京，日
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正为挑战极限做着热身，他想在
正式比赛中做出花滑史上首个阿克塞尔四周跳（4A）
动作。

这是一个被认为是几乎“不可能”的动作，俄罗斯

花滑教父阿列克谢·米申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自
己有生之年，无人可以完成4A，因为它超出了人
类身体能力的极限。

羽生结弦在北京冬奥会的尝试也最终以失
败告终：旋转周数不及四周，且在落冰时摔倒。
谢幕离场时，羽生结弦俯身抚摸冰面，难掩遗憾
与不舍。

“我真的拼尽全力了，可能是没有回报的努
力，但这次我全力以赴去拼了。”在赛后接受采访
时，羽生结弦平静地说。未来伤病累累的他还能
不能挑战4A？没有人知道。

但将时间倒回比赛之前，在观众们掌声渐息，
世界都在屏息等待他孤身挑战极限的时候，场馆
中却响起了女童稚嫩的声音：“羽生结弦加油！”

这一个瞬间仿佛就是奥运精神传承的缩影，
一个个运动员在冬奥赛场上奋勇向前的姿态通
过赛事转播，印刻在了一颗颗幼小的心中。前人
不放弃，后人承意志，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
意志，定会在“更团结”中薪火相传。

24岁的金博洋说：“我要坚持下去，在赛场
上继续展现自己的精神，带动更多国人参与冰雪
运动。希望更多小朋友滑冰，成为中国花样滑冰
的未来力量。”

27岁的羽生结弦说：“4A大概就是我们花
样滑冰选手的极限之壁，我想要创造那个超越极
限的一章。”

28岁的蔡雪桐说：“如果我有能力不断挑战
自己的极限，或者会发掘我的潜力，我会继续（站
在赛场上）的。”

29岁的刘佳宇说：“我享受单板滑雪的每一
刻，我不会退役，我一定会继续备战下一届冬奥
会。”

缺憾不会成为拼搏者的终点，只要他们还有
一丝气力，都会向着极限的那端冲击，而即便烛
火在风雨中摇曳将息，后人也将接过火种，让奥
林匹克的火焰继续熊熊燃烧。

冬奥观察

郭素勤在制作“冰墩墩”。 闫瑞鹏/摄

“来自小国家女孩子的巨大胜利”
——访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回转冠军弗洛娃及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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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有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在北京冬奥村，两个草编冬奥会、
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
吸引了各方宾朋的目光。这两个身高
近1米的吉祥物是由山西临汾妇女巧
手制作的。

据山西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临汾
草编项目总技术指导郭素勤介绍，这
对草编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以
玉米皮为原材料，由6名草编巧手，使
用了1200余米玉米皮“小辫”，充分运
用盘、粘、缠、绕等传统编织手法，历时
1个月最终完成制作。为了更好地体
现山西元素，制作吉祥物的过程中，郭
素勤特意将山西地图作为装饰贴在

“冰墩墩”的右手上。“这样的话，感觉
我们离冬奥会更近了。”

此次吉祥物主创团队的6位草编
巧手全部来自临汾市助力乡村振兴草
编技艺共享平台。

临汾草编作为当地的一项传统技
艺，在乡村振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据介绍，临汾市已组织100余期
手工技艺培训，帮扶带领几千名农村
妇女学习草编技术，提升技能，让田间
玉米皮变废为宝，形成“协会+基地”

“合作社+农户”“巧手+扶贫”的生产
模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创业增收，用
巧手助力乡村振兴。

在冬奥会开幕前夕，由临汾市洪
洞县20余名巧手制作的北京冬奥会
颁奖花束也顺利交付。

负责此次冬奥会颁奖花束制作
的，是全国妇女手工编织协会会员、洪
洞县高级编织师任秀灵。她告诉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北京2022年冬奥
会颁奖花束一改传统的鲜花，采用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线编结技
艺钩编而成的绒线花花束。“我们接到
了制作300枝非洲菊和300枝橄榄枝
的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任秀灵立即召集
30余名手艺精湛的巧手们进行集中
培训，日夜加班加点进行钩编。为了
赶时间，任秀灵把工作地从手工坊搬
到了自己家里，和姐妹们从每天早上
8时忙碌到晚上近10时，有时甚至加
班到凌晨。虽然很忙很累，但她们却
激情满满：“能为冬奥会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情，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再忙再
累也值得。”

为了保障每一枝橄榄枝和非洲菊
完美无缺，任秀灵和姐妹们对每一件
成品花束反复核查。“作为一名钩编手
艺人，我的手工作品能够通过奥运会
带到世界各地，是一种荣誉。其中的
每一针一线都凝结着中国的非遗文
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必须做到精益
求精。”

蔡雪桐在比赛中。 IC photo 供图

羽生结弦在比赛中。 IC photo 供图

苏超莉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