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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训练两不误，练兵备战正当
时。

五一前夕，南方早已草长莺飞、万
物葱茏，但在北国边陲的长白山脉深
处，军事体育训练中心八一滑雪队冬训
基地的赛道上依然是白雪皑皑。运动
员们正在紧张训练。他们奋力滑行到
射击点位，立即进入射击训练环节，然
后起身加速向大山深处滑去。

为备战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以及 2021 年 3月在德国举行的第四届
冬季世界军人运动会，八一滑雪队从去
年 11月上旬入驻冬训基地后，就一直在
此进行紧张忙碌的封闭训练。“这段时
间因为没有比赛任务，不用来回奔波，
大家都在基地安心进行训练。我们在
这段时间里，狠抓队员技术的薄弱环
节，展开针对性训练，提升队员的整体
能力，并且苦练体能，为未来的赛场鏖
战打好基础。通过心无旁骛的专心训
练，大家进步十分明显，尤其是不少年
轻队员展现出不俗的能力。”八一滑雪
队政治协理员张涛说。

八一滑雪队成立于 1960年 4月，主
要担负着代表国家和军队参加冬奥会、
冬季世界军人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
等国内外大型滑雪比赛的任务。同时，
他们还承担为部队培训滑雪技术骨干
的任务。

八一滑雪队，是国内冰雪赛场上的
一支传统强队。自建队以来，在国内外
赛场上勇夺金牌 1300余枚，先后涌现出
了于淑梅、王锦芬、刘显英、王春丽、张
庆、张成烨等一大批在国际雪坛上颇具
影响力的顶尖好手。

每年冬天，八一滑雪队都要来长白
山进行冬训，只是受疫情影响，今年的
冬训较以往还是有所不同。隆冬时节，
山上白天的平均气温为零下 20多摄氏
度，夜里最低可达零下 40多摄氏度。此

外，训练基地位置偏僻，生活条件比较
简陋，再加上受疫情影响，各种保障较
平时更加困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教练
员和队员们的训练。

为了防控疫情，队里严格落实上级
的相关规定，每日做好消毒、通风、测体
温等各项工作，实行全封闭管理，最大
限度减少与外界接触。队内所有人员
近半年时间，都没有走出过雪场一步。
训练和生活的相关保障，队伍都立足于
自身想办法解决。索道轮损坏、钢丝绳
掉道、压雪机故障，包括取暖锅炉出现
问题，队里都通过和厂家视频连线，自
己动手进行维修。

艰苦的环境，更能磨砺队员的斗
志。自从进入训练基地，全队人员就铆
足了劲潜心备战。队里制订了固强补
弱的训练原则，主攻冬季两项这个优势
项目，突出滑行、射击等环节进行大运
动量的专项计划，严抓细抠滑行与射击
转换等关键环节。队员平均每天的训
练时间都要超过 8个小时，不少年轻队
员经常还会自己主动加练，冒着风雪严
寒进行夜场训练，最后累到实在滑不动
了才回去休息。

近半年时间的潜心训练，换来的是
不少队员水平的快速攀升和技术的日
益成熟，大家看在眼里，喜上眉梢。

如今，长白山上的积雪已开始慢慢
融化，八一滑雪队的官兵正抓紧最后的时
间，起早贪黑地进行训练。当然，就算雪
融化了，训练也不会停。进入到夏季后，
八一滑雪队全队人员就将转场至大连营
区，进行以滑轮训练为主的夏训阶段。

练为战，练促战，强弩才能射利
箭。今年时值八一滑雪队成立 60周年，
队员们用刻苦训练、潜心备战来揭开新
周期的序幕。当下一次春暖花开时，我
们期待他们能够在第四届冬季世界军
人运动会上再攀高峰、勇创佳绩。

上图：八一滑雪队队员在长白山深

处进行训练。 徐金勇摄

疫情期间，八一滑雪队防疫备战两不误，扎根冬训基地潜心苦练——

筑梦白山黑水间
■魏石磊 徐金勇 本报记者 仇建辉

受疫情影响，国内外体坛基本处于
停摆期，然而近日因为一纸声明，中国
体坛激起层层浪花。

4 月 21 日，中国排球协会发表声
明称，因为排超联赛的运营推广商排
球之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长期拖欠费
用，其母公司体育之窗有限公司亦未
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已构成严重违
约，自 4月 14日起解除合作关系。

2016年 3月，双方在签约之初曾高
调宣称，“将在三到五年之内打造出最
好看的排球联赛”。誓言犹在耳畔回
响，双方却已各奔东西，此情此景难免
令人唏嘘。

其实，双方“牵手”之初也曾有过幸
福时光。在 2016年排球之窗获得中国
排球联赛商务运营推广权后，联赛也发
生了不少积极的变化，包括启用“鹰眼”
系统、提高联赛奖金、重启排球全明星
赛等。此外，中国排球联赛还在 2017/
2018 赛季升级为“中国排球超级联
赛”，赛程增加、活动丰富、软硬件提升
的排超元年确实让中国的排球迷看到
了向好向上发展的势头。然而随后的
两个赛季，联赛赛程连续缩减、赛事相
关活动缺乏新意也导致了联赛发展的
停滞，甚至出现了一些倒退。

在 2019/2020赛季，中国排球超级
联赛赛程大幅缩水，夺得冠军的天津渤
海银行女排整个赛季也仅仅参与了 13
场比赛。职业化程度过低，也是导致联
赛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给
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留出更多的备
战时间，女排联赛“草草收场”，男排联
赛推迟开幕。缺少稳定的赛制、赛程和
赛时，令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发展举步
维艰。

当然，双方的矛盾显而易见。作
为联赛的运营推广方，排球之窗每
年 给 中 国 排 球 协 会 1 亿 元 的 推 广
费。他们自然希望能够增加联赛赛
程和精彩程度，从而吸引赞助商来
收回成本。但是，他们的经营思路
和设想或许并没有得到中国排协的

全力支持。中国排球协会依然以奥
运战略为首要目标，在确保国家队
成绩的前提下兼顾联赛的发展和市
场开发。但是，这两者之间很难兼
顾，也就演变成了现在中国排球轻
联赛重国家队的现象。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在目前国内
的排球市场里，唯有中国女排备受热
捧；郎平、朱婷等人的市场号召力非
常强，很多企业竞相追逐。其他的如
中国男排、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等并不
被市场所看好。当然，中国排球超级
联赛的发展始终在低谷徘徊，作为管
理者的中国排球协会也要承担很大责
任。频繁更改的赛制，越来越短的赛
期，令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推广陷入
窘境。就联赛的市场化程度而言，排
球在三大球中绝对是个“短板”。中国
排球超级联赛，虽号称是职业联赛，
但别说无法与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
国篮球职业联赛相提并论，就是与土
耳其、意大利等国的排球联赛相比，
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联赛是基础，是培养人才的试验
田。如果联赛发展得好，从长远来看对
国家队肯定会有推动作用。朱婷、袁心
玥等人正是在联赛中得到了历练，才逐
步成长为国家队中的中坚力量。但是，
这一点似乎并没有成为双方的共识。

2019/2020赛季的中国男子排球超
级联赛，为了给争夺奥运资格入场券的
中国男排国家队让路，本应去年 10月
揭幕的联赛，推迟到今年 2月开启。最
终，又受疫情影响而暂未开赛，这就直
接导致各队原本花大价钱引入的外援，
很有可能在比赛一场都未打的情况下，
合同就结束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
出，中国排球超级联赛不受球迷、赞助
商的青睐也是有原因的。

这次不体面的分手，对于双方来
说都是一个尴尬的结局。当然，最
受伤的无疑还是中国排球超级联
赛。尽管有朱婷回归、大量外援加
盟的热点，但联赛吸引力下降已是
不争的事实。

联赛未来究竟走向何处，在没有找
到新的合作伙伴之前，这个难题恐怕需
要中国排球协会独自来寻找答案。

排球职业化为何这么难？
■文 元 本报记者 仇建辉

作为现代奥运史上首个延期的奥运
会，东京奥运会在全无先例的情况下开
展延期工作，给国际奥委会和东道主东
京奥组委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如今，因
为东京奥运延期而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
应正在世界体坛蔓延。

已经获得奥运资格的运动员，能否参
加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已经购买门票
的观众还能否到场观赛？被打乱的世界
体育赛历该如何重新布局……种种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逐步有了答案。

在东京奥运会确定将在 2021年 7月
23开幕之后，国际奥委会随即成立了名
为“Here we go”的专属特别工作小组，
旨在解决东京奥运会延期而产生的种种
问题。

根据计划，将有 11000 名运动员参
加东京奥运会。如今，57%的奥运参赛
资格已经有了归属，这些运动员的参赛
资格将被保留到明年。余下的奥运门票
因为全球疫情的影响，奥运会预选赛暂
时无法进行，国际奥委会宣布各项目的
预选赛将在 2021年 6月 29日前举行，各
个国家（地区）的参赛选手应在 2021年 7
月 5日前完成注册。

针对很多人关心的门票问题，东京
奥组委表示，观众是奥运会重要的组成
部分，东京奥运会也将以完整的方式呈
现给世人。目前，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
观众买好东京奥运会的门票。仅在日本
本土，东京奥运会门票就已经售出了约
448 万张。针对这些门票，东京奥组委
表示，已经售出的奥运会门票在 2021年
仍然有效，届时无法到场的观众也可以
选择退票。

当然，因为奥运会延期产生的额外
开支将由谁来承担？这是人们在奥运会
延期后最为关心，也是最现实的问题之
一。国际奥委会曾表示，当他们与东京
奥组委联合决定推迟东京奥运会时，主
要是出于保证运动员与观众健康的考
虑，并没有讨论延期所带来的成本。

针对这一问题，国际奥委会近日在
其官网做出了回应，“日本政府已经强调
随时准备履行成功举办奥运会的责任，
同时国际奥委会也重申对于成功举办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承诺。”

作为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国际奥委会
将其所取得的全部奥运收入中的10%用于
自身的发展和管理，其余的90%均以各种

形式分配出去，以支持奥运和体育发展。
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之后，国际奥委

会宣布将追加 2530 万美元的奥林匹克
团结基金，以确保来自 185 个国家（地
区）奥委会的超过 1600名运动员继续获
得资助。其中，1030万美元用于支付旅
行和住宿的额外成本，1500万美元用于
资助运动员、运动队以及难民运动员等
继续训练备战。这笔资金无疑给众多运
动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前，在每届奥运会结束后，各国际
单项体育联合会都可以获得一笔来自国
际奥委会的支持资金。对于一些商业化
程度不高的奥运项目来说，这笔分红是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每个奥运周期内
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而现在，这笔资
金只能等到 2021 年夏季东京奥运会结
束后才能拿到。

此外，很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
主要收入来源是举办大赛，如今受到疫
情影响，众多比赛延期或是取消，一些体
育组织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因此
面临着资金上的困境。“至少有 15到 20
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非常依赖国际奥委
会分红等相关的奥运会收益”，夏季奥运

会项目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联合会主席比
蒂介绍，“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撑到 2021
年。”

针对这样的情况，国际奥委会也将
逐项目、逐案例地讨论对单项体育联合
会的资助计划。

穷则思变，东京奥运会延期也可能
促使一些单项体育联合会下定决心主动
求变，推出新的赛事体系。
“以前，我们可能知道某些方面需要

改变，但总因为其他工作而迟迟没有行
动。现在，时机来了。”国际乒联首席执
行官史蒂夫·丹顿在一封公开信中这样
写道。现在，国际乒联每年举行一届世
乒赛，团体赛和单项赛交替进行。国际
乒联希望能在这场波及世界体坛的变动
中，推出新的赛事体系，只保留世乒赛团
体赛，并配以每年 3至 4个“大满贯”级别
的单项赛。

这样一来，国际乒联将打造一个贯
穿全年的赛事体系，不仅能让国际乒联
的赛事覆盖到更大的观众群，也能给球
员更多的曝光机会，提供更为广阔的平
台，对打造明星球员和吸引更多球迷都
比较有利。“通过这些赛事，我们希望能
够更好地定义所谓的单项世界冠军。”丹
顿这样解释道。

现在，对于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所有
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在这一年的时间
内调整所有的计划。国际奥委会奥林匹
克运动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表
示，如今国际奥委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
持，当整个奥林匹克大家庭团结起来的时
候，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都非常有信
心在明年举办一届出色的奥运会。

作为百年奥运历史上的头一次，东
京奥运会延期的余震还在整个世界体坛
延续。如今，随着一个个细则的出台、一
项项计划的制订，让延期到 2021年举行
的东京奥运会越来越具象化。就如国际
奥委会所期待的那样，成功举办这届特
殊的奥运会虽然复杂，但只要所有人团
结起来，是有可能实现的。相互理解、友
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
克精神，始终会指引人们去追寻更加美
好的未来。

左上图：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附近

的五环标志。 新华社发

国际奥委会及东京奥组委出台多项措施，保证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顺利举行——

奥运“悬疑”正逐步清晰
■秋 锦 本报记者 马 晶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
好，此前在国外进行备战的队伍都选择
回到国内进行封闭集训。中国乒乓球
队就是其中之一。自 1月 26日飞赴马格
德堡参加国际乒联德国公开赛以来，国
乒辗转德国、卡塔尔等地，在卡塔尔公
开赛结束后才终于回到国内。目前，国
乒正在澳门进行封闭集训，备战延期至
9月举行的世乒赛团体赛。

同国乒的情况类似，为参加全英羽
毛球公开赛，中国羽毛球队此前选择赴
英国进行训练。在结束全英羽毛球公
开赛的征程之后，国羽几经周折，终于
在 4月初返回国内。在 14 天的隔离期
内，尽管无法走上羽毛球场，但队员们
都抓住机会进行体能训练。隔离期间，
体能教练为每名队员都安排了详尽的
训练计划，教练们也在线上督促队员们
保质保量地完成训练内容。

随着奥运会、各单项资格赛赛程的
相继确定，越来越多的队伍也沉心静
气，将备战重点瞄准精雕细琢技战术、
恶补短板、狠抓体能的方向。“我们无惧
任何困难，只要有 1%的希望，就要付出
100%的努力！”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
个人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

在东京奥运会宣布推迟之后，各支
队伍迅速调整备战计划。其中，很多队
伍选择通过延长“冬训”的方式帮助运
动员更好地储备体能。在结束世界杯
巴库站之后，中国体操队的队员们在秦
皇岛训练基地度过了不一样的隔离观
察期。肩部力量、单腿平衡、跳绳、后蹬
跑……队员们以视频的形式完成几十
种多组次训练项目。这样的训练既满
足体操基础训练和基本体能训练的要
求，也最大限度保持队员们的身体机能
水平。

武汉解封，让王霜、吕悦云、姚伟 3
名中国女足的武汉籍球员在 4月中旬得
以顺利归队并开始正常训练。时隔 77
天，中国女足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合
体”。主教练贾秀全表示，这 3名球员各
有特点，对球队非常重要，都是中国女
足战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

尽管奥运会预选赛附加赛的举办
时间仍存变数，但中国女足备战东京奥
运会的步伐却并未因此而放慢，人员齐
整的铿锵玫瑰，正以不变应万变，迎接
未知的挑战。

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推迟，运动员们
备战巴黎奥运会的时间也随之减少了
一年，因此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同时，
各支队伍也将巴黎奥运会选拔人才提
上日程。

4 月，中国赛艇队组织“云招新”，
成为首支通过线上直播方式进行运动
员选拔的国家队。选拔赛在全国 18地

同时开赛，107 名运动员利用测功仪进
行“30 分钟@20 桨”专项耐力比赛和
2000 米最大做功能力比赛。两天时间
内，选拔赛吸引了超过 30 万人次在网
上观赛。

在这次选拔赛后，中国赛艇队将根
据比赛成绩和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择优
选拔运动员进行2至 3周的集中试训，试
训合格的运动员将进入国家赛艇集训
队，成为备战东京奥运会、杭州亚运会
和巴黎奥运会的生力军。

备战奥运会不仅靠运动员的刻苦
训练，还需要整个团队环环相扣的合
作与付出。奥运延期、疫情防控，的确
给备战工作带来了颇多变数。重重挑
战，同样考验着各支队伍和运动员的
应变能力。然而，即便计划调整、隔离
防护，体育健儿备战奥运会依旧步履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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