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会赛程过半 中国队奖牌数领先老对手

各有5个冲金点 短道速滑仍旧是争夺焦点

对恐韩说再见

□本报综合报道

连续在6届冬奥会上金牌数量少于韩国之后，中国终于看到了超越老对手、成为亚
洲老大的希望。截至北京时间2月17日，在索契冬奥会奖牌榜上，中国队以3金2银排
名第九，韩国队以1金1银1铜排名第十七。目前冬奥会赛程已经过半，接下来，中韩两

队在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3000米接力和男子500米项目上都有冲金可能。此外，
在花滑女子单人滑项目上，韩国队拥有卫冕冠军金妍儿，而中国队则在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男子项目上拥有集团优势。只要中国短道军团能够顶住
“韩流”，中国队必定可以在最终的金牌榜和

奖牌榜上超越韩国。

中国队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
对韩国队的超越，这其实是一个“厚积
薄发”的过程。在最近几届冬奥会上，
中国队不断增加着夺牌项目，把“势力
范围”从冰场扩大到雪场。要站得高，
你得有个大心脏，就像中国短道速滑队
那样。

在索契冬奥会开幕前，恐怕没有几
个人会想到，当短道速滑项目赛程过半
时，在金牌榜上占据半壁江山的会是中
国队。

在温哥华冬奥会之后的4年里，中
国短道速滑队似乎一直在用场外的负
面消息“吸引眼球”，光是打架事件就发
生了两回，队长王濛一度被国家队除名
并禁赛；奥运冠军周洋身体情况始终不
理想，甚至有传闻她患上了抑郁症，4年
里，她从未获得过个人项目冠军。

终于来到奥运赛季，王濛回归，500
米成绩稳居世界第一，但就在冬奥会开
始前不到一个月，她在训练中踝骨骨

折，不得不放弃冬奥会！
这样一支队伍，能在索契滑成什么

样？就连国外的个别评论家都悲观地
预测，中国短道速滑队可能会“丑态百
出”，不但无法复制上届包揽女子四金
的奇迹，甚至可能一金不得。

结果呢？男子1500米，此前名气
并不大的韩天宇留着和偶像安贤洙一
样的发型，在终点线前超越安贤洙夺得
银牌；女子500米，从半决赛开始名将
纷纷摔倒，挺到最后的是此前在国际比
赛中几乎没参加过该项目比赛的李坚
柔；女子1500米，沈石溪从第二圈就抢
占头名，却在倒数第二圈被周洋超越，
后者成为该项目冬奥会卫冕第一人。

国外媒体喜欢用“奇迹”来形容李
坚柔和周洋，但李坚柔曾铿锵有力地表
示：没有努力就没有奇迹。同样的道
理，没有超强悍意志，实力就无从发
挥。具备了一流实力和超一流的意志，
中国队不赢，谁赢？

主帅李琰带了中国短道速滑队8年，她说自己从未生过
病，或者说她生病和没生病一个样，她的工作地点就在首体，她
却压根儿不了解北京的早晚高峰是什么样子，因为她的工作时
间永远固定在早7点至晚7点。

无论选拔队员还是排兵布阵，李琰的眼光之犀利总能让人
拍案叫绝。今年28岁的李坚柔早已濒临退役，是李琰把她拉
了回来；周洋过去4年中一度状态奇差，连国内比赛都拿不到
好成绩，在她自己都想放弃时，是李琰一次又一次给她机会。

在国家队，队员们对李琰的称呼不是“教练”而是“老师”，
李老师用她独有的方式把她的队员都变成了“老虎”，无论对
手是谁都要“吃掉”，她那句“我能行，中国赢”的口号为中国队
吹响战斗的号角，队员们上阵之前就有一股“老子天下第一”
的气势。

韩流汹涌，王濛伤退，外界看衰。有李琰在，这支中国队怕
过谁？赛程过半，当中国队队员举起两枚金牌对着镜头微笑
时，自诩实力强大却一金未得的韩国队只能摇头叹息。每一位
中国队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说“感谢老师”，正是李琰给他们传
递了愈挫愈勇、坚韧到底的信心，她带着他们走向成功。

这次冬奥会结束，李琰与中国队的合同又到期了。她曾表
示冬奥会后自己要歇一歇，陪陪家人，有媒体将其解释为她不
再与中国队续约，国家体育总局冬管中心马上站出来辟谣。

大赛当前，续约的事暂且放在一边。大赛之后，李琰歇够
了，希望她一定要回来。这支队伍少不了李琰，她才48岁，正值
年富力强，中国短道速滑队还需要她培养更多“大老虎”。

凭啥有奇迹？意志为实力加分

凭啥有勇气？“琰”师教出“大老虎”

冰雪飞扬
2014年索契冬奥会 2月7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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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

15:00 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 决赛（第一轮）
17:30 北欧两项:男子个人赛

（大跳台/10公里越野）
18:17 短道速滑:男子500米 小组赛（第1-8组）
18:30 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 决赛（第二轮）
20:30 冰球:男子冰球 1/4决赛附加赛
21:00 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 决赛

（第1-3组）
21:45 自由式滑雪:男子U型池

资格赛，第1轮（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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