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 电 （ 记
者 王恒志 张泽
伟）简约、温暖又创
新的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仍在全球网络

刷屏，精彩刺激又激
烈的北京冬奥会赛事

已 扑 面 而 来 。 0.016
秒！中国短道速滑队5日

以极微弱的优势惊险夺得
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接力金牌，中国代表团首日见金。
雪上项目中国队多名“新人”上演首
秀，其中首度参赛的单板滑雪女子

坡面障碍技巧项目也创造了历史。
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是北京冬

奥会新增项目，包括中国队在内的多
支队伍都有夺金实力，这也是中国代
表团首个冲金点。短道速滑比赛向来
充满了意外和惊喜，当日比赛从半决
赛开始就惊心动魄。中国队在半决赛
中遭遇阻挡只排在第三，裁判最终判
定美国队和俄罗斯奥委会队犯规，中
国队和匈牙利队跻身决赛。

决赛中匈牙利队和加拿大队发生
碰撞双双退出冠军争夺，一度大幅领
先的中国队险些被意大利队逆转，最
终以2分37秒348夺冠，仅领先意大
利队0.016秒。

中国短道速滑队还在当日的女子
500米和男子1000米预赛中表现出
色，6名选手出战全部晋级。

虽然不及短道赛场捷报频传，但
中国选手在雪上项目同样证明了自
己。19岁中国小将荣格上演中国选
手在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
的冬奥会首秀，首位站上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赛场的29岁“老
将”赵洋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此外
跳台滑雪“新兵”董冰、彭清玥、宋祺武
均完成冬奥首秀。

5日创造历史的不仅有中国选
手。斯洛文尼亚的乌尔萨·博加塔伊
夺得跳台滑雪女子个人标准台冠军，
瑞典选手瓦尔特·瓦尔贝里拿下自由
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金牌，分别为本
队夺得该项目冬奥历史首金。

在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比赛中，
荷兰选手伊雷妮·斯豪滕打破尘封20
年的冬奥会纪录夺冠。但全场的目光

却聚焦于成绩倒数第一的德国老将克
劳迪娅·佩希施泰因身上，斯豪滕打破
的纪录正是佩希施泰因在2002年盐
湖城冬奥会创造的，49岁高龄、八届
冬奥会参赛经历，佩希施泰因拥有属
于自己的传奇和历史。

中国冰壶混双队当日遭遇两连败，
但与美国队赛后，范苏圆用英语祝福对
手，并送出“冰墩墩”奥运纪念徽章的一
幕成为超越比分的焦点。美国选手克
里斯托弗·普利斯说，范苏圆、凌智的友
好举动，让这场比赛有了不同的意义，
他也将选择一个特殊礼物回赠中国队。

挪威队是5日最大赢家，他们拿
到两金领跑奖牌榜，其中包括本届冬
奥会首金。斯洛文尼亚、中国、荷兰、
瑞典各有一金入账。6日将本届冬奥
会将决出7枚金牌。

与首秀与首秀

▲2月5日，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
决赛，武大靖（左）冲刺过线瞬间。

▲ 2月5
日 ，短 道 速
滑混合团体
接 力 赛 决
赛 ，在 全 场
观众的助威
声 中 ，中 国
夺金。

▲

2月5日，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
决赛现场，运动员奋勇拼搏。
本组图片由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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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中国队选
手武大靖在短
道 速 滑 混 合
团 体 接 力 赛
夺冠后，挥拳
表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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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琪奥

原本，我准备在这一期的“小黄
鱼冬游记”中跟读者聊一聊“冰墩
墩”的热销。不过，当我在首都体育
馆亲眼目睹中国队夺得短道速滑混
合团体接力冠军后，我突然觉得“冰
墩墩”可以晚点再写。毕竟，能在现
场目睹中国队获得短道速滑首金，
这是何其荣幸。

虽然我早就知道中国短道速滑
混合团体接力队名列世界第一，但
当晚各队高手云集，能否获得这块
金牌，是萦绕在我心中的一大疑问。

当晚，在女子短道速滑500米
预赛和男子1000米预赛结束后，首
都体育馆迎来了短道速滑混合团体
接力的比赛。

不同于其他比赛，中国短道速滑
混合团体接力队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
内闯过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决赛三
道关卡，才能站上最后的冠军领奖
台。这对中国队员的体力和教练组
的临场应变能力，无疑是一种考验。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有意考验中
国队，四分之一决赛顺利淘汰韩国
队后，在与匈牙利队、美国队、加拿
大队的半决赛中，中国队遭遇了巨
大的挑战。从一开始，中国队就处
于落后，这让看台上的我紧张到了

极点。赛程过半，中国队
又被美国队超过，落到小组
第三的时候，我的心更是提
到了嗓子眼儿。那时，我突
然明白过来，为何很多体育记
者前辈会告诉我，在现场看速度
型竞技比赛，会让人得心脏病。

事实上，与所有观众一样，半决赛
之后的复盘，是我最为煎熬的时刻。
过程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中国记者
来说，却如同过了一个世纪。我身边
的不少记者都开始祈祷。最终，裁判
认定美国队及俄罗斯奥运队犯规，双
双被罚出局，那一刻，我内心就一个感
觉，中国队首金稳了！！

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在决赛中，中国队没有再给对

手任何机会。当武大靖成功冲过终
点之后，我们没有马上庆祝，而是等
待着最后的复盘。即使手机上诸多
推送已表示中国队夺冠，但我们依
然紧张地盯着大屏幕，生怕有什么
意外。晚上9点41分左右，当大屏
幕出现决赛队伍的最终成绩后，我
才意识到我在现场见证了中国队的
冬奥会首金，这感觉实在太棒了！

2月5日是我参加冬奥会报道
的第五天，希望之后，我还能在现场
见证更多中国的荣耀时刻，真实记
录下中国冰雪运动崛起的过程。

嗨并紧张着

□本报记者 刘一叶

“能亮相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
场，我感到自豪且幸运。”2月4日，
看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后，重庆北
站马廉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唐铮铮在
社交媒体上写下这样的文字。

当晚，在冬奥会开幕式《致敬人
民》环节，76名中外青年走进体育
场，并肩前行。伴随着他们的步伐
和地面的特效，一幅影像长卷徐徐
展开，如同一条长河静静流淌。含
有重庆元素的两张照片——唐铮铮
在车站服务旅客、重庆两江竞技俱
乐部球员进行训练，先后出现在这
幅长卷上。长卷两侧，寓意团结和
吉祥的中国结图案，渐渐幻化为“一
起向未来”的中英文字样，表达着携
手同行、共创未来的美好期许。

2月5日，唐铮铮向重庆日报记
者介绍，照片是新华社记者在2020
年春运期间拍摄的，“那时，我在重庆
西站候车大厅为旅客做引导。因为
工作调动，2021年我来到了重庆北

站，成为马廉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唐
铮铮表示，照片中记录下的瞬间，只
是自己工作中的分内之事，但正是这
些很平凡的瞬间拼凑在一起，才形成
了为旅客安全保驾护航的整体服务，
她为自己的付出感到自豪。

在影像长卷里，还不时闪现着各
国运动员为梦想拼搏的激情瞬
间。其中，有一张重庆两江竞技
俱乐部球员训练的照片。照片
中，正在洋河训练基地进行
训练的重庆两江竞技
俱乐部门将邓小飞穿
着黑白格子的训练
服，十分显眼。

“球队训练的
照片上了冬奥会
开幕式，我们感到
十分荣幸。”该俱
乐部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我们将更
加努力，争取在联赛
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展
现重庆风采。

重庆妹子、球员影像亮相冬奥会开幕式
展现重庆人为梦想拼搏风采

□本报记者 李珩

“患者什么情况？”2月4日晚上7点
多，市急救医疗中心急诊科主治医师沈
一鸣快步走到抢救室1号床旁，向院前
急救人员了解患者的初步病情。

“车祸，腓骨骨折。”院前急救人员简
要说道。

“您怎么受伤的？”“手能伸起来吗？
这里疼吗？”

……
37岁的沈一鸣戴上手套开始对该患

者进行查体，随后通知了骨科会诊。

在初步检查后，沈一鸣开了急诊
CT、血气分析的检查申请单。

“不好意思啊，春节急诊确实很忙。”
这是沈一鸣抽空跟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可接下来，一名50岁女性急诊患者
的到来，让沈一鸣再也没空与记者说话。

“车祸，无自主心跳呼吸！”院前医生
打来电话。

患者一到，沈一鸣立马奔到床旁开
始做心肺复苏，另一名医生同时进行气
管插管。

“建立静脉通道，推肾上腺素。”在心
肺复苏的同时，沈一鸣指挥道。

1、2、3……沈一鸣有节奏地做着心
肺复苏，2分钟后，换另一名医生顶上，2
分钟后又是沈一鸣……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胸外按压、静脉
注射药物、快速补液……

由于患者创伤失血性休克，送到急诊
科时是孤身一人，沈一鸣向医务科电话报备
后，立即启动火急输血方案，只用了数分钟
就从急诊科专用备血冰箱紧急调用O型
血，为患者实施紧急输血400毫升。

在紧张抢救15分钟后，他们终于将
患者从死神那救了回来，沈一鸣这才松
了口气，酸痛感也从胳膊传来。

“抢救时，根本来不及想这些，脑子
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救人。”沈一鸣
是湖北人，算上这个春节，他已经连续3
年没回过老家过年了。

“急诊都是轮班，节假日值班很正
常。”沈一鸣除夕和初四都要值班。为了
他，家人把团年饭提前到节前。

此时，又一名急诊患者送来抢救室，
沈一鸣又开始忙了。

据市急救医疗中心急诊科主任艾山
木介绍，春节期间，该院急诊科每天有20
名左右医护人员值班，平均每天接诊50
多名患者。

争分夺秒抢救生命 急诊医生3年没回老家过年

小黄鱼冬游记⑤

▲重庆球员
影像亮相冬奥会
开幕式。
（央视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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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冬奥会特派记者 黄琪奥

2月4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成功举
行。开幕式上，无论是山区孩子用希
腊语演唱的奥林匹克会歌，还是被网
友称为“每一张都可以当屏保”的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抑或是由各参赛国引
导牌组成的巨大雪花，都给全世界的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创意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对这
场开幕式有怎样的看法？2月5日上
午，北京冬奥会的首场赛时新闻发布
会在主媒体中心立春厅举行，张艺谋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接受了媒体采

访。
“这场开幕式规模不是最大的，表

演的人数也不是最多的，但却融合了
很多创意。”张艺谋说，他希望通过这
些创意理念，集中表现人类在面对艰
难时刻的那份温暖，那份在一起面向
未来的勇气。

张艺谋还表示，开幕式最大的特
点是创新。“观众在开幕式上看到的巨
大LED屏，其实是个超大播放系统，
因为画质非常高，观众不一定会发现
这个屏幕是分成了四个窗口播放。”张

艺谋说，冰环的升起、“构建一朵雪花”
等环节，都汇集了很多科技创新元素。

这样的开幕式达到张艺谋的预期
了吗？“执导开幕式和拍电影一样，都
很难进行自我判断。不过对于这次开
幕式团队，我打100分。一个导演坐
在这里，背后是一整个团队的默默付
出。正是有无数人的努力以及团队的
创意，才有了4日晚上的开幕式。”张
艺谋表示。

当记者问张艺谋对哪个节目最满
意时，张艺谋想了想说，他最喜欢其中

一个短片，那便是很多萌娃在去滑冰
的路上，由于地面湿滑，导致他们很多
人都跌到了，但他们没有放弃，又爬起
来，继续去滑冰。

“相信大家看到这个短片，一定会
觉得很温暖。我除了想通过这个短片
向大家展现孩子为达成目标所做的努
力，还想说明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号召下，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冰雪运动之中。”张艺谋说，这
部短片只有一分半钟，但他看了很多
次很多次，每次都很感动、很温暖。

张艺谋：对开幕式的团队，我打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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