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成君

当我们的运动健儿在夏
季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时，
我们理应记得在冬季运动会
上拼搏的冰雪健儿们，他们取
得的辉煌成绩同样是中国体
育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当岁月的刻刀在洁白的
冰面上划过，留下的是无数中
国冰雪健儿冲破历史、奔向未
来的痕迹。从1963年罗致焕获得

第一个冬季项目世界冠
军，到2002年杨扬实现冬
奥会金牌“零”的突破，新
中国的冰雪运动经过一代

代人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不断实现新的历史跨
越。

焦点人物

叶乔波：铁人意志

与一些半路出家的夏季
项目选手不同，绝大多数冬季
项目运动员从小便与冰雪结
下不解之缘，叶乔波就是他们
中间的一个。叶乔波10 岁开
始专业的速滑训练，18 岁便
成为全国冠军。

在之后的冰场岁月里，她
14次成为世界冠军，并获得了
两枚冬奥会银牌、一枚冬奥会
铜牌。1994年，在叶乔波为中国
代表队夺得冬奥会铜牌后，忍
痛参加比赛好几年的她终于决
定接受手术。医生惊讶地发现
其左膝盖的两侧韧带和髌骨早
已断裂，腔内有8块游离的碎
骨，骨骼的相交处呈锯齿状，以

至于她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
在轮椅上度过。叶乔波本人也
成了体育界争相学习的楷模。

杨扬：零的突破

1984年，许海峰一枪击落
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
牌，从此中国体育翻开了辉煌
的一页。18年后，东北姑娘杨
扬再次填补了中国人在奥运
史上的一块空白：在2002年盐
湖城冬奥会上，五届世界杯女
子500米个人冠军杨扬终于为
中国人获得了第一块冬奥会金
牌。之后，她一鼓作气，又夺取了
冬奥会女子1000米冠军。那届冬
奥会之后，杨扬与初入NBA的
姚明一起，一度成为体育界最耀
眼的明星。
9岁开始练习滑冰的杨扬直

到27岁才在冬奥会上夺金，但是
正是凭借这样的意志和对冰雪
的热爱，杨扬成就了自己的事
业，她也成为中国目前获得世
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

王濛：少年英杰

小小年纪的王濛是中国年
轻一代冰雪运动员的代表。虽然
一脸稚气，但站在冰道上，她永
远都给人一种“舍我其谁”的霸
气。她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刻苦
的训练在短道速滑500米的世界
里傲视群雄。

2002 年第一次参加世界
青年锦标赛，她就获得了女子
500米冠军。2006年，王濛在都
灵冬奥会上摘得女子 500 米

金牌，从此，这个项目进入了
“王濛时代”。2008 年的世锦
赛，王濛不但在500米强项中
如愿问鼎，还在1000米和1500
米比赛中摘得两金。在随后进
行的团体世锦赛中，她和队友
携手，最终成功夺冠，打破了
六年不胜韩国的尴尬历史，这
枚金牌更是确立了王濛在短
道速滑上的领军地位。可以预
见的是，年轻的王濛将带着她
的霸气，在短道速滑项目中取
得更加辉煌的战绩。

申雪/赵宏博：

冰上情侣

没有人能将他们两个人
的名字分开，提起冰上情侣，
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
起她和他。申雪与赵宏博，这
一对冰上的精灵通过多年的
训练与磨合，似乎已经成为一
个整体，永远也分不开。同样，
在夺得一个又一个双人滑冠
军时，他们洒下的汗水与泪水
也融合在一起，共同浇注着属
于自己的辉煌。

从1999 年夺得世锦赛双
人滑亚军开始，两人不断创造
着中国冰雪运动的高峰。2002
年、2006 年两届冬奥会的铜
牌，2003 年、2007 年世锦赛双
人滑冠军，他们让白色的冰场
充满了色彩。如今，年过三十
的申雪/赵宏博在短暂的退役
之后复出，共同为2010年的冬
奥会而潜心备战。也许，获得
冬奥会金牌才是他们在冰雪
项目上的最后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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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推荐榜⑩ 冰雪运动

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

2002年冬奥会
杨扬 短道速滑女子500米
杨扬 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
2006年冬奥会
韩晓鹏 自由式滑雪男子空
中技巧
王濛 短道速滑女子500米

历届冬奥会

中国金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