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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分局 2007 年签发赵海林身份证丢失，证号：

150105197911199017，声明作废。
刘佳林残疾人证丢失，证号：15010219930326112062，声明作废。
闫宏宇、张雪敏不慎将呼和浩特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万

锦·水云天5-1-1903号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丢失，合同编号：YS2021031271,
房屋代码：10563441，声明作废。

玉泉区小黑河镇茂林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N2150104MF79820059，序 列 号 ：150104-
1885951，法定代办人：彭建平，声明作废。

冰雪星芒初露照向米兰冬奥
——“十四冬”新人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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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十四冬 魅力内蒙古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于27日
闭幕。如同阳光照射下的冰晶雪花，众
多新人在“十四冬”赛场上初露星芒，折
射着北京冬奥会后中国冰雪运动稳步
发展成果，也照向中国冰雪人通往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
以及更远未来的路。

滑雪登山：玉珍拉姆
西藏代表队19岁小将玉珍拉姆夺

得滑雪登山项目公开组短距离女子组
冠军，这是首枚全冬会滑雪登山项目金
牌。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
奥会上，滑雪登山是新增项目。尽管已
经取得不少荣誉，但玉珍拉姆认为自己
在下滑技术上和国外高手相比仍有不
小差距。“我的目标是踏上2026年冬奥
会滑雪登山赛场。我会脚踏实地地前
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叶康佳
在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比赛中，21

岁的吉林选手叶康佳夺得公开组男子
和混合团体决赛两枚金牌，成为“雪上
跑酷”项目最亮眼的新星。

自小练习武术的他在2018年入选
国家滑雪集训队，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刻
苦的训练令他迅速成长，但他明白成长
之路还很长。

单板滑雪大跳台：甘佳佳
在单板滑雪公开组大跳台女子决

赛中，17岁的甘佳佳在第三轮放手一
搏，挑战了平时成功率并不高的难度动
作，稳稳落地，终于夺冠。

首次参加大型比赛就夺得金牌，让
这位“小时候没接触过雪”的广西姑娘
颇感惊喜。她坦言金牌是“计划之外”
的，但当天的发挥不算超常，“就是保持
了平时训练的正常水平”。

冬季两项：渐凯歌
冬季两项公开组男子20公里个人

比赛中，22岁的内蒙古选手渐凯歌摘
得银牌，在家门口奏响属于自己的凯
歌。

渐凯歌15岁进入内蒙古越野滑雪
队，2021年转至冬季两项。曾在北京
冬奥会做过试滑员的他说，如今的中国
冬季项目运动员有更多去国外比赛和
训练的机会，“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努
力站到米兰冬奥会的赛场。”

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周苡竹
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公开组决

赛中，12 岁的周苡竹未能站上领奖
台。作为决赛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她的
单板滑雪经历却很丰富，曾在中国青少
年锦标赛、全美锦标赛的多个单板滑雪
项目中夺得冠军。

谈及梦想，周苡竹自信地说：“成为
奥运冠军，这是我最大的目标。对于我
来说这很难，但爸爸告诉我要相信自
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李天马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公开组中，

22 岁的李天马选择了难度系数高达
5.100的动作。尽管因落地微瑕仅获亚
军，但他已展现出年轻一代在这个项目
中的竞争力。

在李天马看来，和国外顶尖运动员
相比，中国运动员的差距主要在经验，
而齐广璞和贾宗洋这些老将的经验传
承，是年轻选手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很
多经验都是从他们那里得来的，他们可
能走了很多弯路，我们走的则是直道，
可以直接进入冲刺阶段。”李天马说。

短道速滑：张添翼
短道速滑青年组比赛中，吉林选手

张添翼独揽男子个人项目的3枚金牌，
并与队友合力摘得2枚接力金牌。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
比赛中，张添翼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
在“十四冬”赛场摘得5金后，他也将目
光投向米兰冬奥会，要在接下来的训练
中努力弥补在比赛经验和体能分配上
的不足，“希望通过努力训练，争取获得
米兰冬奥会参赛资格，并在米兰冬奥会
上获得优异成绩”。

花样滑冰：金书贤
花样滑冰公开组女子单人滑比赛

中，四川队 12岁小将金书贤凭借自由
滑的出色发挥，逆转全国花样滑冰锦标
赛冠军安香怡夺得金牌。虽然年龄尚

小，但金书贤已展现出不俗实力。
由于两年后未能达到17岁的参赛

门槛，金书贤将无缘米兰冬奥会，但这
位年轻的新星表示，将继续巩固练习难
度动作并尝试突破四周跳，踏实打好每
场比赛，期望未来在国际赛事中取得好
的成绩。

冰壶：费学清
冰壶公开组男子决赛中，费学清所

在的河北队 5∶4战胜福建队。从 15岁
北上哈尔滨学习冰壶，到如今摘得“十
四冬”金牌，“贵州娃”费学清在冰壶项
目之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在他看来，“不是我选择了冰壶，而
是冰壶选择了我”。2022年，他曾代表
国家队夺得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冠
军。对于未来，他希望“有朝一日能站
在冬奥会的赛场”。

速度滑冰：刘斌
速度滑冰青年男子组比赛中，18

岁的刘斌摘得500米、1000米两项比赛
金牌，让自己的首次全冬会征程闪耀光
芒。

速度滑冰是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刘
斌曾表示，“每个运动员心里都有一个
奥运冠军的梦想”。谈到未来发展，刘
斌说：“希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争取自
己的生涯可以走得更长、高度更高。”

（据新华社呼伦贝尔 2 月 27 日电
记者 马锴、谷训、李典）

留下宝贵遗产 续写冰雪华章
——写在“十四冬”闭幕之际

2月27日，北京队选手姜嘉怡（右）、赵芮伊（中）在比赛中。
当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公开组女子决赛在呼伦贝尔市

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北京队9比5战胜天津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2月27日，内蒙古队球员高杨（前）与陕西队球员竺昊霆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冰球馆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冰球项目男子青年组铜牌赛中，陕西队8比1战胜内蒙古队，获得季军。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2月27日，四川队选手王禹萱（右）、太智恩（中）和王艺敏在比赛中。
当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速度滑冰项目青年组女子团体追逐比赛

在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四川队取得冠军，河北队、吉林
队分获亚军、季军。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2 月 27 日，
内蒙古队女单
选手陈虹伊在
表演滑中。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花样滑冰——表演滑举行

当 日 ，第 十 四 届 全

国冬季运动会花样滑冰

表演滑在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海拉尔区内蒙古冰

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

2 月 27 日，双人滑比赛冠军北京队
组合彭程（左）/王磊在表演滑中。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2月27日，北京队选手金博洋在表演滑中。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2月27日，北京队选手丛振龙（右）、刘瀚彬（中）和崔红玉在比赛中。
当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速度滑冰项目青年组男子团体追逐决赛

在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举行，北京队夺得冠军，河北队、吉林
队分获亚军、季军。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27日晚，
随着主火炬缓缓熄灭，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闭幕。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月17
日开幕以来，体育精神奏响友谊的欢
歌，激荡在祖国北疆，见证了我国冰雪
运动的蓬勃发展。3000余名运动员用
坚毅与拼搏，奉上了一场精彩的全冬
会，完成了一场技术与战术的“大练
兵”，我国冰雪运动员迈出矫健步伐，自
信从容地向着世界赛场出发。

从接过全冬会会旗起，内蒙古多
年苦心经营，最终奉上一届精彩的冬
运会——“十四冬”是历届全冬会中规
模最大、项目最多、标准最高的一届，在
全冬会举办史上镌刻下辉煌一笔，为未
来的亚冬会、“十五冬”等赛事积累了宝
贵经验。

“‘十四冬’实现了‘五个第一’。”国
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十四冬”
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张新说，“第一次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团参赛；
第一次全面对标冬奥会设项，并增设青
年组；第一次在冬运会上组织群众赛事
活动；第一次将体能作为竞体比赛资格
赛的准入标准；第一次在速度滑冰、空
中技巧等项目上设定进入决赛的最低
成绩标准。”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总结称，“十
四冬”的成功举办，对内蒙古意义深远：
为今后自治区承办高水平冰雪赛事奠
定了扎实基础，使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
热情空前高涨，还叫响叫亮了内蒙古地
域名片，更进一步丰富了体育消费场
景、释放了体育消费潜力。

“‘十四冬’这些‘首次’和‘第一’，
令人印象深刻。”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
曹阳说，辽宁省需要全方位地向内蒙古

“取经”，在开闭幕式、场馆建设、赛区布
局、赛事组织等多个方面，学习、汲取

“十四冬”的成功经验。
本届全冬会，35个代表团中有 26

个代表团获得金牌、30个代表团获得
奖牌。相比上届冬运会，参赛代表团数
量、奖牌覆盖面大幅提升。总体来看，

“十四冬”竞技成绩亮点突出，达到了检
验水平、锻炼队伍、发现新人、为冬奥练
兵的目的。

“十四冬”各项目比赛精彩纷呈、竞
争激烈，创造了一批优异成绩。张新介
绍，本届速度滑冰等有成绩纪录项目的
参赛成绩大都超越了上届冬运会。单
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打分类项目中，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高质量完成了之前
只有极少数运动员才能完成的高难度
动作。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
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多个项目上

涌现出一批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年轻运
动员。

“但也应清醒认识到，我国冬季项
目竞技水平较世界冰雪强国还有较大
差距。”张新说，“我们将以成功举办‘十
四冬’为契机，加大政策改革力度，提高
政策的精准性，抓紧出台服务冬奥会备
战、带动群众广泛参与冰雪运动、促进
冰雪产业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持续巩
固拓展冰雪运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大练兵”也是“大检验”。“十四冬”
承担着提高我国冰雪运动国际竞争力、
发现优秀后备人才等重要任务。从这
次赛会来看，中国选手总体上保持着较
强的实力和良好的势头，也面临着新的
挑战，有必要通过本届全冬会查弱项、
补短板。

从本届全冬会可以看出，中国选手
“冰上尖兵”实力犹存，在短道速滑、速
度滑冰等项目上拥有夺金优势。同时，

“雪上王牌军”面临新挑战。从“十四
冬”来看，中国队有望延续在单板滑雪
男子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自由式滑
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大跳台等项目上
的优势。而自由式滑雪男、女空中技巧
以及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等项
目面临新老交替的挑战和成绩下滑的
风险。此外，“十四冬”赛场上，还呈现
出男子钢架雪车、滑雪登山、越野滑雪

等潜优势项目稳中有升的态势。
潜力新人的不断涌现，是“十四

冬”的一大亮点，为 2026年米兰-科尔
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备战参赛增加了新
鲜血液和新生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申振刚介绍，
短道速滑等传统重点项目梯队建设日
益完备，年轻运动员多次破纪录。北
京冬奥会周期发展起来的大跳台、坡
面障碍技巧、障碍追逐等新兴项目，呈
南北并进、多点开花局面。基础大项
越野滑雪、高山滑雪青年组比赛运动
员数量明显增多，水平也较以往同年
龄段运动员有较大提升。“总体上看，
基本上各个项目都有新人出现，值得
在接下来的备战米兰冬奥会工作中重
点关注。”他说。

“十四冬”落下帷幕，中国运动健儿
整装出发，向着 2026年冬奥会等国际
赛事发起冲击。在“十四冬”越野滑雪
比赛中获得五块金牌的重庆队王强对
中国冰雪运动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

“我一直想在世界杯上崭露头角，就是
想让我们年轻一代的运动员看到机会
和希望——我们中国越野滑雪在世界
上不是不可以（出成绩）。”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27 日电 记
者 王靖、恩浩、魏婧宇 参与记者：张云
龙、王镜宇、卢星吉、王春燕、贺书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