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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天，为了拍摄纪录片《和

平荣耀》，我有幸赴欧洲采访法国、德国

和意大利等国的军队体育运动队。在

与外军运动队管理层的军官交流时，他

们几乎都说到了这么一句话：军人天然

就是运动员。

刚听到这句话时，我“不以为然”。

后来我到国际军体理事会总部采访，在

与巴西籍的国际军体官员聊天时，他也

谈到了这句话。于是，我就对这句话做

了一番认真的探究。

翻开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对“军人

天然就是运动员”这句话一点都不难理

解。在古代奥运会中，走上赛场的，基

本都是刚刚放下武器的军人。或者说，

能上赛场一较高低的，基本都是训练有

素的军人。那个年代，军人成为赛场上

的运动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现代奥运会上，参赛的选手虽

然不全是军人了，但军人运动员仍是

奥运赛场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在

现代奥运会的初期，有些比赛项目是

专门为军人选手准备的。比如说，包

含击剑、马术、射击、游泳和跑步五个

小项的现代五项赛，就是“奥运之父”

顾拜旦专门为军人选手量身打造的。

这个比较全能的比赛项目，没有经过

军事体育训练的人，还真难以创造好

成绩。

1912年第5届奥运会在瑞典斯德

哥尔摩举行，时任陆军上尉的巴顿自费

参加了现代五项比赛，结果获得游泳第

七、击剑第四、马术第六、跑步第三的成

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一次接

受记者采访时，巴顿将军很认真地说：

“参加第5届奥运会才是我一生中最大

的骄傲和荣誉。”

在1948年举行的伦敦奥运会上，

从战场走上赛场的捷克选手扎托佩克，

虽然是首次参赛，但他发挥异常出色，

出人意料地夺得了男子一万米比赛的

金牌，并创造该项目新的世界纪录，震

惊了整个世界体坛。

这些没有经过太多系统和专业训

练的军人，在奥运赛场上用自己的行

动，对“军人天然就是运动员”进行了最

好的诠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世界体

坛的竞技水平日渐提高。要想在奥运

会、世锦赛等世界赛场上取得优异成

绩，都要经过长期、系统和专业的训

练。军人选手如果不经过系统且专业

的训练，已很难像20世纪初那样，在奥

运赛场争金夺银。既然如此，外军为

何还一直秉承着“军人天然就是运动

员”的理念呢？

在采访和交流中，我梳理归纳了以

下几个原因。

军人的运动技能更全面。军队官

兵的运动技能，在某一专项上可能比不

上专业的运动员。比如，长跑运动员擅

长长跑，军人也许在速度上没有长跑运

动员跑得快，但在耐力上不会差太多。

要想在世界赛场上取得佳绩，运动员只

要在某一专项上，比如在速度、耐力、力

量、灵敏等某个方面做到极致或者顶尖

就好。军事斗争对军人的运动技能要

求更高、更全面，静下来要枪打得准，动

起来还要跑得快，上天能跳伞，下海还

能游泳，总之啥都得会，还要做得不

错。竞技比赛对选手运动技能的要求

是“拔尖”，练兵打仗对军人运动技能的

要求则是“全能”。

军人的体能素质更过硬。运动员

比赛是在特定理想条件下进行的，赛

场都是正规明亮的环境，要求是公平

公正，时间也是预先规定的。比赛时

还有休息时间，甚至在比赛中还可以

暂停，一切都是在理想化的条件下进

行。军人的战场就不可能理想化，高

原、沙漠、山丘、大海……世界上任何

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双方对垒较量

的场所。仗打起来不分白天黑夜，也

不会给你休息甚至是喘息的机会。充

满了危险、不确定性且风云变幻的战

场，对军人体能素质的要求远远要高

于赛场对运动员的要求。

军人的对抗情景更残酷。我们常

说赛场如战场，但绝不会说战场如赛

场。在赛场上，参赛选手即便拿不到

金牌，能拿到银牌或者铜牌，也是一件

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在战场上就不一

样了，打仗要分出胜负，战场从来就没

有亚军，第二就意味着战败。军人在

战场上接受的是生与死、血与火的考

验，对抗的连续性、残酷性、艰苦性远

远要超过赛场，承受的压力是任何一

个行业的人都难以比拟的。

军人参加体育锻炼的终极目的，不

是为了参赛，而是为了打胜仗。比较一

下军人与运动员各自对体能和运动技

能的要求，再琢磨一下外军把“军人天

然就是运动员”奉为圭臬，或许就很好

理解了。

军人天然就是运动员
■范江怀

4月13日，在苏州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的

比赛中，首回合2比1领先的中国女足通过加时赛以2比2战平韩国队，从而以

总比分4比3击败对手，晋级东京奥运会。图为中国女足球员王霜在比赛中庆

祝进球。 新华社发

攻 坚
克 难

冰壶测试赛来了。这是水立方变
身“冰立方”后，首次迎来正式赛事。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测试赛中观
众还可以走进现场观看比赛。

作为北京冬奥会第一个实现完工
验收的改造场馆，国家游泳中心创造
性地提出“水冰转换”的双奥场馆改造
方案，并于 2020年 11月完成了场馆改
造工程，实现了“水立方”向“冰立方”
的华丽转身。此后，场馆就开始进入
到赛前运行阶段，静待测试赛的考验。
“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于

4月 1日至 10日举行。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壶、轮椅冰壶
比赛场地，“冰立方”先后举行了冰壶
与轮椅冰壶的比赛。

参赛队员纷纷为“冰立方”的硬件
点赞。4月 4日下午比赛后，北京大学
冰壶队的选手解小乔表示，冰场硬件
非常好，冰面特别干净，从未发生因杂
物而改变线路的情况。此外，队友之
间通过比赛的磨合，配合也越来越好。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游泳中心还迎
来观众入场观赛，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
信号。迫不及待，但也井然有序，600名
观众于 4月 2日来到国家游泳中心，观
看了在此举行的冰壶比赛，这也是“相
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活动的一部分。

观众入场前，防疫人员对场馆内
部进行全面消毒，然后大家扫健康码、

检票、安检，再进入场馆观看比赛。许
多观众都是第一次进入“冰立方”观
赛，有人好奇地参观着场馆，有人手持
门票拍照留念，还有人在场馆内的官
方特许商品零售店中选购纪念品。大
家都喜笑颜开地欣赏着测试赛，对于
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

这次比赛的颁奖仪式也别具一
格。混双比赛前三名队伍的六位成员
站上领奖台，拿起领奖台前托盘上的
纪念品和奖牌，每队两位队员互相为
对方戴上奖牌，这个无接触的颁奖仪
式，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上图：4月10日，“相约北京”冰上

测试活动速度滑冰项目在国家速滑馆

落下帷幕。图为运动员在速度滑冰项

目测试活动中。 新华社发

“相约北京”冰上项目系列测试活动于4月1日至10日举行—

冰壶比赛亮相“冰立方”
■刘军辉 盛虹森

冬奥前奏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上项目测试
赛于近日全面展开，按照“简约、安全、
精彩”的办赛要求，全面检验冰上项目
的竞赛组织、场馆运行、服务保障等相
关筹备工作。

在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比
赛的五个冰上场馆里，国家体育馆拥
有四个“之最”：建筑面积最大、观众座
席最多、参赛运动员最多、赛事构成最
复杂。

国家体育馆从 2018 年开始改建，
经过 2年多时间，除了对主馆进行改
造、增加相关功能外，还在北侧新建了
冰球训练馆。改建后的场馆总面积约
9.8万平方米。训练馆外立面由 863块
冰花图案的玻璃装饰，国家体育馆的

别称“冰堡”也由此得来。此外，国家
体育馆为提升观赛体验，还对硬件设
施进行了升级。

除了全景模式曲面斗屏，国家体
育馆还对场地照明进行了“全线定
制”，在原有满足冰球比赛的 120盏灯
具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 44盏，使场馆
具备了举办多种体育赛事的功能。

出于防疫以及在北京更好地推广
冰球运动的考虑，国家体育馆的这次测
试活动邀请了来自首都四所高校的队
伍参赛，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的冰球
队。赛制上，小组内进行单循环，积分
前两名的队伍进行金牌赛，积分后两名
的队伍进行铜牌赛。

作为世界顶级赛事，冬奥会冰球
比赛对于场地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为使冰面质量符合奥运会的赛事标
准，此次制冰是在国际冰联主制冰师
的远程指导下，由国内最高水平的制
冰团队操刀完成。

首都体育学院冰球队队长谭成国
说：“其实有点不太适应，因为从来没
有滑过这么棒的冰面。”

国家体育馆运行团队秘书长齐靓
表示：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来看，国家
体育馆场馆设施、竞赛组织运行良好。

据悉，在北京冬奥会后，冰球将作
为国家体育馆未来长期发展的运动项
目，积极引进世界顶级冰球赛事，并举
办各类冰球培训，宣传冰球文化。

国家体育馆打造“冰球殿堂”
■仁 乾 贺 昕

老场馆新变化，全面改造升级的
首都体育馆于 4月初正式亮相。“相约
北京”冰上测试活动在首都体育馆举
行，这也是首都体育馆完成冬奥场馆
改造后首次与大家见面。2022年北京
冬奥会期间，首都体育馆将举办短道
速滑和花样滑冰的比赛。

首都体育馆建成于 1968 年，已拥
有 53年的历史，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
座现代化体育场馆。这里曾见证了
1971年中美乒乓球友谊赛、1980年美国
花样滑冰队访华、2008年北京奥运会排
球比赛等诸多中国体育的重要时刻。
明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短道速滑和花样
滑冰项目的14枚金牌将在这里决出。
“老场馆、新变化、高科技。”首都

体育馆运行团队主任丁东用 9个字来
形容这座焕然一新的场馆。据悉，首
都体育馆升级改造主要包括照明系
统、灯光系统、无障碍座席、制冰系统、
场馆恒温恒湿等方面。其中，最具特
色的就是新增的天幕和环屏系统。

据了解，首都体育馆内不仅增加
了专业灯光照明系统，还在场馆顶部
设置了一块 1360平方米的天幕。这是
目前国内最大的室内视频显示系统，
可以与四周环屏互动，将绚丽的灯光
与优美的画面投影至场馆顶部的屏
幕，当运动员在冰面上滑行时，犹如置
身梦境一般。这套系统不仅可以烘托
现场气氛，还能提升观赛体验。

走进场馆，第一感受是“暖和”。

改造后，场内始终保持恒温恒湿，冰场
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5%。

场馆座椅的数量也发生了变化，
由原来的 18000座调整到 15000座，增
加了 80个无障碍观众座席。“我们在原
有基础上把座椅加宽，让观众观赛更
加舒适，体验感更好。”丁东说。

在制冰方面，北京冬奥会大规模应
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而首
体正是这一技术的首个尝试者。通过
这一举措，每年可以节省100多万度电。

全面改造升级后的首都体育馆也得
到了运动员们的称赞。获得短道速滑业
余组女子 3000米接力冠军的北京一队
队员庞斯予赛后非常激动：“场馆很好，
冰面很平整，冬奥场馆果然不一般！”

首都体育馆改造升级迎冬奥
■王瀚绅 姜 淳

从篮球场到冰球场，作为北京冬奥
会冰球比赛场的五棵松体育馆仅需要6
小时就可以完成，速度堪称国内一流。

经过为期 5天的实战演练，“相约
北京”冰上测试活动冰球赛事在五棵
松体育馆顺利收官，完成了一次对标
北京冬奥会赛时要求的测试。

北京冬奥会，五棵松体育馆将作
为冰球竞赛馆亮相。作为全国首座拥
有两种尺寸可相互转换的冰球赛场，
五棵松体育馆可以在原有“30米×60
米”的冰面和奥运标准的“26 米×60
米”冰面之间转换，以达到承办冰球、
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三项冬季赛事的

标准。
2020 年 4 月 30 日，五棵松体育馆

启动冬奥改造工程，历时 8个月完成。
五棵松体育馆利用新科技、新理念、新
材料，在节能降耗、综合利用、竞赛观
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为了更好地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冰
球比赛，更衣室也根据冬奥会的标准，
将现有的 4间更衣室进行重新规划，改
造成 6间符合冬奥会标准的更衣室。
更衣室内配备更衣柜、按摩室、教练
室、磨刀室和备餐区等，以满足运动员
的比赛需求。

从五棵松体育馆步行几分钟，就

到了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冰菱花”，
这里有两块冰场，可供运动员热身和
训练使用。重视环保一直是北京冬奥
会筹办过程中的重要理念，五棵松冰
上运动中心还引进了溶液除湿系统，
可降低能耗约 50%。据悉，“冰菱花”是
全球最大的超低能耗体育建筑。

在如今的五棵松体育馆打冰球是
什么样的体验？测试活动的亲历者自
然最有发言权。参赛小队员徐宇阳
说：“这个场地是我滑过最舒服的冰
面，有专业的制冰团队就是不一样，体
验到了奥运会标准的赛场，我和队友
都很兴奋。”

五棵松体育馆上演“篮冰转换”
■马定坤 孙 虎

因为一场马拉松，爱上一座城。4
月 10日，2021建发厦门马拉松赛在万
众期待中鸣枪开跑。伴随着厦门马拉
松赛全新主题曲《追光》的奏响，一万五
千名参赛选手开始用脚步去丈量“最美
滨海赛道”。

本届厦门马拉松赛共有67名国内精
英选手参与角逐。经过比拼，中国选手
杨定宏一路领先，以2小时 15分 25秒的
成绩加冕男子冠军，彝族运动员碾者阿
提夺得亚军，张振龙获得季军。女子组
方面，焦安静以2小时 35分 30秒的成绩
封后，陈为芬和牛丽华分列第二、三名。

温情“厦马”，暖心服务。多年来，
厦门马拉松赛一直非常看重跑者的“赛
事体验感”，他们也持续专注于赛事服

务的优化创新。在延续“跑者服务跑
者”“关门不关服务”“为跑者提供赛后
挂奖牌服务”以及“赛后拉伸恢复”等经
典服务外，今年厦门马拉松赛还首次推
出“厦马WAY”小程序，从赛前查询信
息，到比赛当天的赛事地图、定位补给
点和医疗点等，都可以通过小程序快速
查询，提升服务质量。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打磨，厦门马拉
松赛已经成为很多跑者眼中最值得跑
的马拉松之一。自 2017 年起，厦门马
拉松赛升级为全马赛事，并在 2021 年
荣膺世界田联精英白金标赛事，跻身世
界顶尖马拉松赛事行列。

从 2003 年至今，厦门马拉松赛已
走过 19 个年头，那么它究竟能给厦门
这座城市带来些什么？厦门马拉松赛
是跑友了解厦门的一个窗口。厦门和
“厦马”，两者之间相互促进。有跑友是
来了厦门知道有厦马，让他有机会再来

一趟“厦马”；有些跑友是跑了厦马发现
厦门的美，也就有了再来厦门观光游览
的兴致。除了加持旅游助推当地经济
发展外，对厦门市民而言，厦门马拉松
赛更像是一个新时代进取心的象征。
“在闽南，有句老话叫‘爱拼才会赢’，这
也是厦马精神的一个时代缩影。”厦门
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阮敦梁说。从
提出举办厦门马拉松赛到开赛，厦门人
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在厦门马拉
松赛成功的背后，是厦门人创新、拼搏、
进取、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在推动。

当然，厦门马拉松赛不仅带来了锐
意进取的精神，而且也是厦门全民健身
事业的积极推动者。据统计，在厦门马
拉松的积极影响下，近年来厦门全市每
年组织开展大型体育赛事 30 多项，小
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800多场次，年参
与人数近 100万人次，营造了厦门市全
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2021厦门马拉松赛激情开跑
■张茂军 本报记者 马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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