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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发给稻城县农牧农村和科技
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正本、
副本，法定代表人：丁真多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33376735
31527E，遗失作废。

稻城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
康定市南无书苑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在甘孜农村商业股
份有限公司康定支行开立的基
本存款账户开户信息，账号：8829
0120000056611，基本存款账户编
号：J6810000649101，遗失作废。

康定市南无书苑文化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
炉霍县人民医院发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M510009737,遗失
作废。

新生儿姓名：降央泽仁
公章“白玉县波麦酒店”，编

码：5133315016111，遗失作废。
白玉县波麦酒店

道孚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发道孚县银恩乡综合服务站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513326MB0X96946K，
遗失作废。

道孚县银恩乡综合服务站

遗失启事

◎新华社记者 李春宇

秋日暖阳映照在“鸟巢”和“水立
方”之间的景观大道上，北京大学大
四学生宫子卓在3日的北京马拉松
赛场上奋力冲线，实现首马“破三”。

“跑完立刻看了一下时间，跑进
三小时就是完成目标，圆梦北马！”
宫子卓在收到 2 小时 56 分 43 秒的
成绩确认短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
在微信群和朋友们分享这份喜悦，
群里大多都是高校的“青年跑友”。

《2023 中国路跑赛事高质量发
展研究报告》指出，目前马拉松赛事
的参赛人群中，40岁到55岁的中年
人被认为是主力；例如2023年厦门
马拉松的参赛选手平均年龄为42.4
岁。而随着近年来马拉松热度的持
续升温，跑马人群也正在“年轻化”。

宫子卓在三年前刚入学时就感
受到了大学校园的运动热潮，爱运动
的他起初只是到田径场锻炼身体，一
次偶然的机会跟着同学一起跑了53
圈，相当于半马的长度，让他觉得跑
马并非遥不可及。此后，跑步训练几
乎贯穿了他的大学生活，并参加了三
次半马赛事，而这次完成从半马到全
马的突破让他很有成就感。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年
轻人勇于突破舒适区，迎接挑战、奔

跑向前。”宫子卓说。
同样在北马“破三”的还有 25

岁的清华大学博士生曹佳鑫。“校园
跑道蓄力，北马赛场圆梦，这是在科
研之外的一个小小成就。”他说。

马拉松是一段漫长而又孤独的旅
程，与科研有相似之处。在曹佳鑫看
来，跑马和科研需要前期规划，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都会遇到意料之外的情
况，需要自己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

“学习生活中，有老师和朋友在
我情绪低落的时候给我鼓励。马拉
松赛上，沿途有热情的观众和志愿
者给我们加油。但无论如何，科研路
都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全马42.195公里要一步步跑完。”曹
佳鑫说，“这是一个积累经验、获得
勇气、增长信心的过程。”

中学时期，曹佳鑫喜欢踢足球，
体能是他的优势。到了大学，进入文
科院系，踢球经常凑不齐人，跑步成
为他的另一大爱好。特别是在硕士
阶段，他经常活跃在学校健身房和
田径场上。

今年北马参赛规模为 3 万人，
有超过18万名跑者提交报名信息，
创历史纪录，也吸引了来自复旦大
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的青
年选手参赛。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10月26日至28日，一场由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雪协
会主办，四川省滑雪协会承办的单板滑
雪国际评分裁判员培训班在成都举行。
来自国际雪联（FIS）的裁判专家奥拉和
加兹受邀为80余名国内裁判和滑雪从
业者授课，讲授单板滑雪公园类项目

（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U 型场地）的
执裁理念、标准和技巧。

奥拉和加兹均是国际A级裁判，奥
拉是现任FIS裁判员顾问组副主任，加
兹则执裁过北京冬奥会。记者带着一些
中国雪友常见的疑惑，请教了这两位单
板滑雪界的权威人士。

最为主观的奥运打分项目

FIS 裁判专家们毫不讳言单板滑
雪（也包括自由式滑雪）公园类项目打
分的强烈主观性，并认为这是该项目应
保持的特色之一。

奥拉认为，滑雪公园类项目可能是
目前所有冬、夏奥运项目中最主观的打
分项目。无论是运动员、裁判员还是爱
好者，都需要认识到这个事实。

“在单板（公园类）项目中，我们不
像其他打分项目的裁判一样评判，我们
非常主观，主观性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奥拉说。

他用同为打分类项目的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项目作为对比，“比如空中
技巧会规定必须要打直腿，如果弯曲了
就会被扣分，在单板滑雪中就没有这些
规则。而且我们也没有难度系数系统。”
他认为，即便对比体操、花样滑冰，滑雪
公园类项目评分的主观性也更强。

关于要如何尽量统一执裁标准，加
兹认为需要由 FIS 裁判专家在世界各
地开展讲习班。“每一个裁判都应该参
与这种讲习班，我们在这种场合共同讨
论，了解并统一打分标准。”

滑雪公园类项目中的分数是
相对的

加兹认为，在单板滑雪（也包括自
由式滑雪）公园类项目的执裁中，打分
只是“裁判以数字形式表达的意见”，是
相对的。

“分数的核心用途是拉开档次、差
距，以达到区分排名的效果。”他强调。

他展示了一场世界杯级别单板坡
面障碍技巧比赛的评分表，表格根据选
手在各赛段区域的动作难度和完成情
况进行排列组合，列出了各种情形下的
打分范围。但他也表示，如果针对洲际
杯或者国内比赛、省级比赛，这一评分
表给出的打分范围建议就失去意义了，
需要根据运动员实际能达到的水平进
行大幅调整。

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运动员在低级
别比赛中能得到高分，但在高级别比赛中
做出几乎同样的动作，分数却下滑明显。

什么是“风格”

在滑雪公园类项目中，无论单、双
板，人们经常听到一种评价方式是：某
人的动作是否“有风格”。

在中文语境中，滑雪“风格”一词逐
渐被宽泛使用，甚至囊括了滑手的穿衣
选择、性格等因素。这造成了一个令人
迷惑的现象——究竟什么才是“风格”，

“风格”究竟怎样影响裁判打分？
FIS裁判专家也使用这个词汇，但

给出了相对明确的定义：“风格”实际指
的是动作执行情况。

在一场比赛中，裁判会根据动作难
度（简单理解就是翻滚圈数高低、轴线
是否丰富、抓板难度）、动作执行情况、
动作种类、腾空高度、动作创新性、场地
和道具应用等方面来评分。这便是“风
格”在比赛打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加兹举了个例子：“做相似难度的
动作时，如果某人比其他人抓板时间更
长、更稳定，同时另一只手相对少地去
做挥舞等平衡身体的动作，那么裁判应
当认为这个动作执行情况更好，是‘更
有风格’的。”

由此可见，在一场正式比赛中，穿更
好看的雪服或表情更酷，并不会让选手

“加分”。滑雪爱好者和运动员要想更有
“风格”，需要提升自己的动作熟练度和
身体素质，从而更稳定地做出动作。身体
乱舞、搓雪乱飞的夸张表现，滑雪公园类
项目的专业裁判眼里并非好的“风格”。

裁判并不比观众看到更多画面

在滑雪公园类项目中，观众们时常
会抱怨裁判失误，最常见的是在赛道很
长、裁判难以通过眼睛眺望全貌的坡面
障碍技巧比赛中。

中国观众熟知的案例是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
裁判认为加拿大选手马克斯·帕罗特在
第二趟滑行时，于第一跳台分段做出了
Indy 抓板动作，并给这个分段打出了
9.35分的超高分。帕罗特最终凭借第二
趟滑行的分数险胜苏翊鸣夺冠。不过，
事后流出的多个不同角度画面显示，帕
罗特实际并没抓上板。

当时的裁判长伊兹托克·舒马蒂奇
在事后表示，现场裁决确有瑕疵，但裁
判只能根据即时所见的画面做判断。当
发现裁决与事实不符时，一切已太晚。

在此次采访中，加兹向记者证实，
这种偏误确实时有存在，裁判在即时打
分时，确实也只能通过电视转播商提供
的镜头画面作为参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公平，因为对
于每个运动员，我们都使用相同的电视
角度，即便角度设置不佳。”加兹说，“所
以裁判会试图与电视转播商在赛前密
切合作。不过有的制作公司会乐意改变
其摄像机角度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有的
却并不乐意。”

“去年我们在米兰和电视制片人们
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深入探讨了这个问
题，所以这个赛季情况应该会有好转。”
他补充道。

奥拉透露：“我们（FIS）在未来可能会
自己制作电视节目，假如预算足够的话。”

暂不会全面使用AI技术

在其他打分类项目，如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体操、花样滑冰中，AI 辅助
裁判技术已得到较多应用，但是FIS的
裁判专家指出，滑雪公园类项目暂时没
有这一计划，因为这意味着打分规则的
全面重新界定，这显然是现阶段难以完
成的工作。

奥拉表示：“如果采用AI来识别运
动员的动作，我们就必须设定难度系
数。但比方说在设定一个 1440 度的动
作得分时，还需要考虑有的运动员把重
心放脚上，有的放手上，所以即便有部
分客观标准（转体圈数），却依旧很难对
难度和执行力赋值。”

“在过去的冬奥会比赛中，我们会
在U型场地安装一个传感器，用于探测
运动员的腾空高度和旋转，但其数据仅
限于参考。”

“当然，如果 FIS 的决策者决定要
全面拥抱AI，我们也会试着去做的。但
就像我说的，这意味着整个系统的重
建，意味着与现状大相径庭的滑雪公园
类项目比赛方式。”奥拉说。

（新华社成都10月31日电）

青年逐梦，
从校园跑道迈向北马赛场

雪季临近
热爱单板滑雪的你应知这些“真相”

◎新华社记者 卢星吉 陈地

“这个滑手在商业单板比赛

能得90多分，为什么去打洲际

杯却只能得70多分？”

“为什么他至少转了1800

度，却被认为‘风格’不佳？”

“裁判为什么没有看到选手

的抓板失误？”

……

北京冬奥会后，单板滑雪在

中国呈井喷式发展，成为最受欢

迎的冰雪运动之一。由于单板爱

好者的增多，以及苏翊鸣等明星

运动员的出现，观看、讨论单板

比赛的热度正在提升，有爱好者

还会亲自参加业余赛事，甚至让

“雪二代”接受专业竞技训练。

随着雪季临近，不难想象，

文章开头处提到的诸多困惑，将

再度在单板滑雪圈内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