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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上午，因大雪推迟一天
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
面障碍技巧资格赛在云顶滑雪公
园打响，中国选手谷爱凌凭借第
二跳的出色发挥，得到 79.38 分，
以资格赛第三的成绩轻松晋级次
日决赛。

在经过接连两天的大雪后，
当日崇礼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通过抽签排序，谷爱凌第一位登
场，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硕瑞也参
加了比赛。

10 时许，第一轮比赛开始。
率先出场的谷爱凌在道具区连续

出现轻微的瑕疵，在跳台区也并
未选择难度太高的翻转动作，首
轮仅得到 57.28分，要想通过这个
分数直接晋级决赛存在一定难
度。

第一轮此后登场的选手中，
在女子大跳台项目分获亚军、季
军的法国选手苔丝·勒德和瑞士
选手玛蒂尔德·格雷莫德也接连
出现失误。首轮过后，谷爱凌仅
位列第11名。

第二轮谷爱凌再次登场，道
具区的表现明显比第一轮稳定，
再随着两个 900度的翻转稳稳落

地，79.38 分，谷爱凌凭借第二轮
的完美表现，最终以资格赛第三
的身份成功晋级。

爱沙尼亚选手凯莉·西尔达
鲁发挥稳健，两轮得分均在 80分
以上，第二轮更是凭借一个 1080
的翻转动作，得到了 86.15分的全
场最高分，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
晋级决赛。

挪威名将约翰妮·基利两轮
比赛同样发挥出色，获得资格赛
第二名。中国选手杨硕瑞排名第
23位，无缘决赛。

新华社

谷爱凌轻松晋级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在14日的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
技巧资格赛中，现场记者们
着实为第一滑发挥一般的
谷爱凌捏了把汗。她的排
名一度挂在第 11 位，要知
道，只有前 12 名的选手才
能晋级决赛。谷爱凌用流
畅的第二滑拯救了自己。
看到她步伐匆匆地走进混
采区时，刚长舒一口气的记
者们立刻躁动了起来。

“不好意思，我今早喝
了杯咖啡就来比坡障资格
赛了，现在我要赶紧补充
点能量，因为我马上就得
去旁边的U槽（U型场地）
接着参加训练。”

说罢，她又继续向前
走去。身后有记者大喊

道 ：“ 爱 凌 ，你 吃 的 什 么
呀？”

“韭菜盒子！”这名 18
岁的运动员转过身来，得
体地回答道。紧接着，她
就继续匆忙向围栏外走
去。而这随后也引爆了社
交网络，网友纷纷表示：

“我比谷爱凌还紧张，结果
她在淡定吃韭菜盒子”。

不一会儿，谷爱凌的
身影便出现在通往U槽顶
端的拖牵上，她甚至没有
换下方才比赛时身穿的 3
号号码布。

很快，她就飞翔在了
U槽之上。

就在我们眼前，谷爱
凌完成了一次“时空平行
切换”！ 综合新华社消息

北京冬奥会赛程过半，
吉祥物“冰墩墩”刮起的旋风
还在持续，“一墩难求”的现
象仍未缓解，但不要着急，你
的“墩”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记者日前探访广东东莞
的“冰墩墩”组件生产工厂了
解到，制约“冰墩墩”产量的

“冰壳”产能即将提升超过 30
倍，我们离“墩自由”或许已
经不远了。

“冰墩墩”为啥产量少？
难在“冰壳”

东莞众盛硅橡胶制品有
限公司坐落在广东东莞市东
坑镇一个不起眼的巷子里，
公司外墙上装着一个篮球
筐，门口贴着招工信息——
招聘开机员、质控员和点胶
工，“包吃住，四菜一汤”。

记者来访的时候，恰逢
东坑镇政府到企业调研，询
问企业的困难和需求——在
这个制造业重镇，有包括众
盛在内的多家与冬奥会相关
的制造企业。

2019 年，众盛被确定为
25厘米“冰墩墩”公仔的硅胶
外壳供应企业。根据订单情
况，众盛做了两套模具，在春
节 前 交 付 了 约 5 万 个“ 冰
壳”。事实上，在公司的生产
车间，“冰壳”仅仅占据了一
个角落，众盛还为“可口可
乐”“babycare”等知名品牌做
代工。

众盛的创始人李寅贵在
春节前完成“冰壳”和其他产
品的订单后，给自己和工人
都放了一个长假，本打算元
宵节后再开工。但冬奥会开
幕，“冰墩墩”爆红，年初四的
一通电话让他上了火——

“冰墩墩”需求量大增。25厘
米这个尺寸的“冰墩墩”公
仔，又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

“冰墩墩”产品之一，生产“冰
墩墩”的熊猫本体毛绒玩具
工厂扩产相对容易，但“冰墩
墩”的衣服“冰壳”短缺。

李寅贵紧急赶回公司，
并叫回了能赶回的工人加班
加点，24 小时生产“冰壳”。
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两台
机器正不停运转。工人将硅
胶原料放在模具上送入机器
加热处理，冷却后由工人手
工脱模。由于“冰壳”是特异
形状，脱模既需要相当大的
手劲儿，也需要比较精细的
技术——整个过程需要大约
5分钟。

众盛公司推广部主管左
晓川说，“冰墩墩”的制造难
就难在外壳，“冰墩墩”产品
本身透明度要求极高，又要
注意外层防刮花，又要具有
柔韧度和硬度，让毛绒公仔
既能够放进去又能够立得起
来，同一产品中要求不同的
硬度。

800到3万，
产能即将释放

在众盛公司产品车间隔
壁的模具车间里，嗡嗡作响，
钢屑飞溅——数控机床的刀
头正在“雕刻”一个枕头大小
的钢材，约两周以后，这个大
钢块将变成一个亮闪闪的

“钢墩墩”——它就是冰墩墩
外壳的模具。

由 于 目 前 只 有 两 套 模
具，即使24小时满负荷生产，
目前冰墩墩外壳一天的产
量，最多也就800个。

因此，众盛公司对于新
的“钢墩墩”可谓是“望穿秋
水”。目前，他们已经接到了
40万个硅胶外壳订单。根据
订单数量和交货时间的要
求，众盛需要在2月底前增加
80套模具。这仅靠自己生产
是远远不够的，好在他们很
快就寻找了合作厂家，一起
赶制模具。

80套“钢墩墩”全部到位
后，“冰壳”的日产能将从现
在的800个增加到3万个。按
照这个速度，“冰壳”的月产
量将达到 90 万个，无疑将有
效缓解“冰墩墩”目前供不应
求的情况。

“冰墩墩”放久了发黄？
正常现象

最近一段时间，也有前
两年购买了“冰墩墩”的网友
晒图——放置了一两年的

“冰墩墩”的外壳变黄了。
生产厂商表示，由于采

用了安全环保的食品级的硅
胶，材料在阳光和空气的作
用下会发生一定的氧化，出
现发黄是正常现象，要在保
养上下功夫。

“冰墩墩外衣使用的硅
胶是食用级硅胶，是安全环
保的，硅胶跟空气接触就容
易氧化出现发黄，保养中可
以做的是，冰墩墩落灰时及
时处理，不用时可以用袋子
密封起来，减少和空气的接
触。”左晓川说。 新华社

“冰壳”产能将增加30多倍

我们离“墩自由”
或许已经不远了

14日，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男子大跳台资格赛中，前不久刚创
历史摘得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中
国选手苏翊鸣成功晋级决赛，摘得
坡障项目金牌的加拿大人马克斯·
帕罗特名列资格赛第一。

比赛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滑
雪大跳台进行，共有 29 位运动员
参赛，其中 8位是“00后”，2004年
出生的苏翊鸣是所有运动员当中
最年轻的。三跳中两个最好的成
绩相加后，取前12名晋级决赛。

第一跳，第八个出场的苏翊
鸣成功做出转体 1800 度的动作，
稳稳落地后，取得整场比赛单跳
最高的 92.50 分。挪威选手马库
斯·克莱韦兰同样做出转体 1800
度，但抓板动作不同，获得 87.75
分紧随其后。

第二跳，苏翊鸣选择站上出
发区最高点，做出转体 1440 度的
动作，落地时手触雪，拿到 62.75
分。“抗癌战士”帕罗特凭借转体
1620 度动作，拿到第二轮次的最

高分。
第三跳，日本选手大冢健发

挥最为出色，用一个三周偏轴转
体 1800 度拿到 91.50 的高分。帕
罗特第三跳选择挑战转体 1800
度，不过在落地时出现失误，仅拿
到 26.50 分。苏翊鸣在第三跳同
样出现了落地失误的情况，仅拿
到 28.00 分，最终资格赛位列第
五。

前不久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单
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前三名帕
罗特、苏翊鸣、麦克莫里斯纷纷顺
利“上岸”，成功晋级决赛。2018
年平昌冬奥会男子大跳台冠军塞
巴斯蒂安·图唐在三轮次中有两
跳出现失误，最终遗憾无缘决赛。

“（第三跳落地失误）是技术
上的一些问题，晚上会去找出问
题，包括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明天才是最关键的，希望在明天
可以把我想要做的动作都完整地
表现出来。”苏翊鸣说。

根据赛程安排，北京冬奥会
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在15日
下午举行。 新华社

谷爱凌、苏翊鸣，决赛见！

“我比谷爱凌还紧张，
结果她在淡定吃韭菜盒子”
一个韭菜盒子，
见证谷爱凌惜时如金

苏翊鸣晋级苏翊鸣晋级
男子大跳台决赛男子大跳台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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