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 日，东京奥运会进入到第十

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军团在体操、举

重、场地自行车、射击等项目上取得 5

金 3 银 3 铜，目前以 29 金 17 银 16 铜的

成绩，暂列奖牌榜第二位。

在这个比赛日，中国体育健儿斩

金 夺 银 ，收 获 颇 丰 。 射 击 赛 场 ，“00

后”小将张常鸿在男子 50 米步枪三姿

比赛中获得金牌，并以 466.0 环打破世

界纪录。男子 25 米手枪速射决赛，中

国选手李越宏摘得铜牌，为中国队再

添一枚奖牌。羽毛球赛场，女双组合

陈清晨/贾一凡和男单选手谌龙在决

赛中均遗憾告负，收获银牌。

8 月 3 日 ，东京奥运会将产生 26

枚金牌。中国体育健儿将在跳水、体

操、皮划艇等项目上力争奖牌。跳水

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和谢思埸双双

出 战 单 人 项 目 ，他 们 都 将 为 金 牌 而

战。体操项目迎来收官日，中国选手

邹敬园和尤浩有望在男子双杠项目上

再创佳绩，管晨辰和唐茜婧将携手冲

击女子平衡木的金牌。皮划艇赛场将

迎来首个金牌日，中国皮划艇队有望

在男子 1000 米双人划艇项目上力争

佳绩。 （郭子涵）

东京奥运会第十个比赛日

中国军团收获颇丰

8 月 2 日，东京奥运会举重赛场成为

中国女选手展示力量的舞台。

在女子举重 87 公斤级比赛中，中国

选手汪周雨以抓举 120 公斤、挺举 150 公

斤、总成绩 270 公斤遥遥领先对手，轻松

摘金，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在

随后举行的女子举重 87 公斤以上级，中

国选手李雯雯以抓举 140 公斤、挺举 180

公斤、总成绩 320 公斤领先第二名 37 公

斤的绝对优势，毫无悬念地拿下金牌，同

时也创造了抓举、挺举、总成绩三项奥运

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女子举重 87 公斤级

是东京奥运会新设的级别，汪周雨所夺

的金牌，也是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历史

第一金。

1994 年，汪周雨出生于湖北宜昌。

小学六年级时，汪周雨进入到少体校，教

练觉得她身高不够高，鼓励她放弃田径

改练举重。这个能吃苦、爱钻研的小姑

娘，虽然基础一般，却进步神速，没过两

年就进入到省队。

从 16 岁到 20 岁 ，汪周雨利用在湖

北省队的 4 年时间，实现了飞速进步。

她 从 一 个 天 赋 不 被 看 好 、技 术 不 算 突

出的插班生，凭着坚毅的性格，日拱一

卒 ，成 长 为 教 练 眼 中 的 尖 子 生 。 2017

年 天 津 全 运 会 上 ，汪 周 雨 夺 得 女 子 举

重 75 公斤级冠军，一鸣惊人。2019 年，

她 增 重 改 打 87 公 斤 级 后 ，更 加 势 不 可

当 ，只 要 参 赛 ，基 本 都 包 揽 三 冠 ，攻 无

不克。

相较之下，2000 年出生的李雯雯从

小就拥有过人的天赋，12 岁时身高达到

1 米 70，体重 88 公斤。当时，有体校教练

来 学 校 选 苗 子 ，李 雯 雯 因 体 重 过 大 落

选。不服气的李雯雯主动联系体校前去

试训，结果当时体校的校长是练举重出

身，考虑到体校缺少大级别举重运动员，

就将她留下了，没想到她的奥运冠军之

路就此开始。

2019 年举重世锦赛，李雯雯成为中

国举重队第一位“00 后”世界冠军。8 月

2 日晚，李雯雯又成为中国举重队第一

位“00 后”奥运冠军。

至此，中国举重队结束了东京奥运

会的全部征程，在参加的 8 个项目中，一

共拿到 7 枚金牌和 1 枚银牌。7 金 1 银，

也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上的历史

最好成绩。

举 重 若 轻
■王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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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赛程已经过半，盘点一下中国

选手摘金夺银的战绩，会看到很多令人

欣喜的亮点。

一直以来，“夺金牌”是每一位中国

体育健儿的最高目标；与此同时，还有

一个被中国体育健儿叫得更响的口号，

那就是“破纪录”。

毋庸置疑，夺金牌是参赛选手的最

高目标，破纪录也是一个可以与之相提

并论的标志。夺取的奖牌数量当然是

运动成绩的重要衡量标准，但并不是唯

一标准，提高夺得奖牌的含金量也是应

有之义。

在前半程的奥运比赛中，中国体育

健儿收获了不少金牌，打破赛会纪录和

世界纪录的项目也不少。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夺得首金的射击选手杨倩，还和

搭档杨皓然在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第

一阶段资格赛中，打出了 633.2 环的好

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在游泳比赛中，女子 4×200 米自

由泳接力项目，中国“四朵金花”杨浚

瑄、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不畏强手，

强力出击，以 7 分 40 秒 33 的成绩夺得

这枚看似“不可能”的金牌，并改写由澳

大利亚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和美国队保

持的奥运纪录。

在其他比赛项目中，我国选手金牌

没少拿，“破纪录”也是高歌猛进：中国

赛艇崔晓桐、吕扬、张灵和陈云霞，时隔

13 年 再 度 夺 得 奥 运 女 子 四 人 双 桨 金

牌，夺冠成绩刷新了世界最好成绩；世

界纪录保持者石智勇，夺得男子举重

73 公斤级金牌，刷新了自己保持的总

成绩世界纪录……

如果说，“夺金牌”是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作贡献的话，那么“破纪录”就进一

步为提高世界体育运动水平贡献了力

量，也是践行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具体行动。

我们还应该看到，提高金牌的含金

量不仅靠冠军选手，那些赢得银牌和铜

牌的选手也可以破纪录、创造历史，不

断夯实中国体育实力的厚度、拓展中国

体育代表团摘金夺银的广度。

赛艇比赛一直是欧美选手称雄的

领地，特别是男子比赛项目，我国男选

手从未染指过奖牌。在东京奥运会男

子双人双桨的比赛中，我国选手张亮和

刘治宇赢得一枚铜牌。这既是中国赛

艇奥运史上首枚男子奖牌，也是亚洲首

枚奥运会男子赛艇奖牌。

在男子 100 米决赛中，中国选手苏

炳添历史性地获得了第 6 名的好成绩，

这 是 中 国 人 第 一 次 站 在 奥 运 会 男 子

100 米决赛的起跑线上，虽然未能获得

奖牌，但创造了历史。

填补奥运奖牌空白的，不仅是男

子赛艇选手，在女子三人篮球、男子帆

板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实现了奖牌“零

的突破”；创造新的奥运历史的，也不

仅是男子百米比赛，在女子橄榄球、女

子 800 米跑等比赛中，我国选手取得了

突破。

在奥运赛场上，除了夺金牌、破纪

录外，我们还需要更多敢为人先的运动

员，勇于在赛场上书写新的历史、创造

佳绩。现在他们赢得了运动成绩的突

破、创造了历史，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

能高奏“夺金牌、破纪录”的凯歌。

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

量。夺金牌，破纪录，不是参赛的终点，

而是一个更高的起点。有了这个新的

起点，我们就能书写新的辉煌。

勇 于 创 造 新 的 历 史
■范江怀

夺金牌，破纪录，不

是参赛的终点，而是一

个更高的起点

8月 2日，东

京奥运会皮划艇

静水项目在东京

海之森水上竞技

场开赛。图为中

国 选 手 刘 浩

（左）、郑鹏飞在

男 子 1000 米 双

人划艇预赛中以

小组第一，直接

晋级半决赛。

新华社发

身披国旗 ，戴着“凤凰”

头盔，钟天使和鲍珊菊放慢

速度绕场骑行一圈，享受着

胜利的喜悦。

8 月 2 日，东京奥运会场

地自行车项目展开争夺，中

国 组 合 钟 天 使/鲍 珊 菊 在 女

子团体竞速赛中以 31 秒 895

的成绩战胜德国组合，摘得

金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

到了东京奥运会的第 28 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进行

的第一轮争先赛中，中国组

合以 31 秒 804 的成绩打破了

由 中 国 队

在 里 约 奥

运 会 上 创

造 的 奥 运

纪 录 和 世

界纪录。

场 地

自 行 车 女

子团体竞速

赛，一直是中国

自 行 车 队 的 传 统

优 势 项 目 。 在 奥 运

赛场，中国自行车队在这个

项目上扎实耕耘，从伦敦奥运会的

银牌，到里约奥运会站上最高领奖台，

再到东京奥运会成功卫冕，中国自行

车队捍卫了自己在女子团体竞速项目

上的王者地位。

5 年前，里约奥运会的赛场上，戴

着印有“穆桂英”和“花木兰”京剧脸谱

图案头盔的中国组合宫金杰/钟天使

备受瞩目。最终，她们不负众望，不仅

在奥运赛场上展示了中国女性的巾帼

风采，又以破奥运纪录和世界纪录的

成绩，实现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项目奥

运金牌“零的突破”。

这场比赛，也为钟天使赢得了“花

木兰”的称号。

然而，在东京奥运周期里，“花木

兰 ”遇 到 了 很 多 意 想 不 到 的 困 难 和

挑战。相比于里约奥运会前，包揽亚

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一系列世界大

赛的女子团体争先赛冠军，钟天使在

东京奥运周期的成绩要逊色不少。随

着搭档宫金杰淡出赛场，钟天使不仅

更换了搭档，还遭受了伤病困扰，无论

是在团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她的

成绩都不算理想。

困境中，钟天使更换了头盔的图

案。在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我们看

到她戴上了印有金色凤凰图案的头盔。

涅槃重生，正是钟天使对自己的

期待。

东京奥运会延期，又给她带来了

新的挑战，“一开始是有些迷茫，训练

也不像之前那么有激情，心气儿一下

子就下来了。”不过，在团队的帮助下，

她经过短暂的调整，很快就平复了自

己的情绪。再加上伤势在今年有所好

转，钟天使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心态更

为放松。

夺冠后，钟天使表达了对团队的

感激：“从里约奥运会后，我的膝盖和

腰不间断地出现问题，对我来说很艰

难。但是很庆幸，我们这个团队给了

我很多帮助和支持，让我度过了最艰

难的时刻。”

5 年后，当初那个站在大姐姐宫金

杰身边的小妹妹，已经成长为中国场

地自行车队的领军人物。

备战时，年轻队员鲍珊菊得知自

己要和奥运冠军钟天使搭档，心情十

分激动：“上一次在电视机前目睹天使

姐 夺 冠 ，我 们 这 些 小 队 员 都 非 常 振

奋。如今，能和她并肩站在奥运赛场

上，我真的非常自豪。”

初 登 奥 运 赛 场 ，紧 张 在 所 难 免 。

资格赛结束后，鲍珊菊还因为自己的

失误而自责落泪。赛后，她说是因为

担心自己的失误影响团队的成绩，不

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作为队友，钟

天使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鲍珊菊情绪

上的起伏：“我就安慰她这只是资格赛

而已，不代表什么，要把最好的状态留

到决赛。在后边第一轮争先赛和决赛

中，她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激发

了潜能，我为她感到骄傲。”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站上最高领

奖台，看着国旗升起、听着雄壮的国歌

声 ，鲍 珊 菊 又 一 次 流 下 了 激 动 的 泪

水。这一次，泪水中饱含着幸福。“我

感觉就像是在做梦。能拿到金牌，真

的特别开心！”24 岁的鲍珊菊，也象征

着中国自行车运动的未来和希望。

“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

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中国自

行车队出征东京前，钟天使和队友们

分享了她的座右铭。坚守梦想，方能

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钟天使和中国

自行车队的队友来说，他们在赛道上

追逐梦想的样子，最美！

一 绝 尘
■本报记者 马 晶

九年磨一剑，扬眉剑出鞘。

高难度的动作、流畅的节奏、完

美的演绎、稳稳的落地，凭借全场最

高 的 完 成 分 ，刘 洋 成 功 加 冕“ 吊 环

王”，也收获了自己的首枚奥

运金牌。这枚金牌，不仅是中

国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

首金，也是中国体操队时隔九

年再夺奥运金牌。

8 月 2 日，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吊环

展开决赛的较量，两位中国选手刘洋和

尤浩联手出战。经过激烈的比拼，刘洋

以难度分 6.5 分、完成分 9.000 分，总分

15.500 分 问 鼎 冠 军 ，队 友 尤 浩 拿 到

15.300 分获得银牌；里约奥运会冠军、希

腊名将皮特鲁尼亚斯以 15.200 分获得

铜牌，伦敦奥运会冠军、巴西名将扎内

蒂出现失误以 14.133 分排名第八。

颁奖仪式上，刘洋哭了。

这泪水，有苦涩、有艰辛、有伤痛，

但更多的是——喜悦和幸福。

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刘洋和尤

浩组成“双保险”杀进男子吊环决赛，结

果经验不足的他们最终分获第四名和

第六名，双双无缘领奖台。这一次，他

们没有让历史重演。

刘洋，1994年出生于辽宁鞍山。6岁

时，他开始接触体操。2006年，12岁的刘

洋进入八一体操队，开始接受专业体操训

练。经过数年的苦练，刘洋在 2014 年南

宁体操世锦赛上大放异彩。20岁的他和

队友一起勇夺男团金牌，还在吊环比赛中

斩获金牌，“吊环王”的名声不胫而走。

问鼎世界冠军后，刘洋的照片被贴

在了中国体操队的冠军墙上。当被问

及最崇拜的人，刘洋回答说：“马艳红，

她是冠军榜上的第一位，第一个世界冠

军会更难也更有意义，而且她也是八一

队的战友。”

赛场上的刘洋霸气十足，但在场下

却是一位喜欢微笑、安静的大男孩。懂事

的刘洋，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教练和队友

一直心怀感恩，至今仍牢记八一队教练对

他的谆谆教诲——先做人，后做事。

东京奥运会姗姗来迟，也给了刘洋

和尤浩两名选手更多的备战时间。今

年 5 月，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的男子吊环

决赛中，刘洋以 15.400 分的完美表现夺

冠，一套难度为 6.5 分的动作中，他的完

成质量相当不俗。正因刘洋如此出色

的表现，中国体操协会才将一个宝贵的

单项参赛名额交给他。虽然来到东京

后，刘洋的膝盖遇到了一些小伤病，但

他还是克服伤痛，用完美的表现拿下金

牌，实现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想。

对于 29 岁的尤浩来说，一枚吊环的

银 牌 ，也 是 对 他 最 好 的 肯 定 。 我 们 期

待，中国吊环的双子星能在未来有更好

的表现，继续捍卫中国体操在吊环项目

上的辉煌与荣耀。

九
年
磨
一
剑

■
本
报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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