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0分 印完4时40分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５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马晶 8

古诗云：“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

新雷第一声。”

第十四届全运会一声“新雷”骤响，

便迎来“千红万紫”怒放在三秦大地。

全运会上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不胫而走。它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意韵，

诠释着全运会的精彩——世界冠军聚

集的乒乓球项目，上演了一场场“神仙

打架”；举重台上展现出让人惊叹的“中

国力量”；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去马疾

如飞”，“中国速度”备受瞩目……

“摔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

龙。”全运会赛场上的一场场鏖战演绎

着健与美的魅力。同时，那一个个“犹

春于绿，俯拾即是”的体坛中国故事，则

让我们感悟着一种让血液发烫的情感。

这些中国故事的关键词是“变化”

二字。毫无疑问，言及此义，用“天翻

地覆”“今非昔比”“霄壤之别”……这

些词绝不为过。

曾经，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不少

故事，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泣血之悲、

刻骨之痛——粗鄙的“东亚病夫”蔑

称带来百年凌辱；1932年洛杉矶奥运

会上，刘长春孤帆远影、单刀赴会的

悲壮……

故事是历史的叙事，也是未来的

坐 标 。 1917 年 ，24 岁 的 毛 泽 东 以

“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

杂志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欲文明

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雄文中

这句话，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1944 年，美国观察组抵达延安，

对边区建设成果进行评估。当看到

延安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多达 10

余种体育活动后，心悦诚服地写了

这样的报告：“在共产党那里，有一

种生机勃勃的气氛与力量”，中共的

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

练精良……”

“开时不用嫌君晚，君在青云最上

头。”如果说这些仅仅是故事开端的

话，接下来的篇章更加精彩纷呈、波澜

壮阔。从一个在国际体坛上受人轻慢

的对象，到今日之体育大国、体育强

国，其中有多少风起云涌的记忆，多少

动人心魄的故事。体育的强盛离不开

国家的强盛。

万骑争歌杨柳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

“新”之根本在于以人民为中心。

本届全运会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同

时有19项群众体育赛事和体育展演类

活动，登上了全运会的舞台。其中包括

我们熟悉的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

功、太极拳等项目；还有数百支业余体

育爱好者的队伍，通过上千场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我要上全运”系列赛事，让全

运会成为了自己的主场……

“ 道 是 梨 花 不 是 。 道 是 杏 花 不

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这

些百姓人家、街头巷尾的体育活动的

确“别是东风情味”。它既体现了现代

体育的一个重要标志：让体育成为普

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又成为一种

文明的新形态——让人民拥有更加美

好的生活，让中国老百姓成为中国体

育运动发展的受益者，成为中国故事

当之无愧的领衔主角。

鉴往知来。今天，体坛赛场上的

中国故事如一曲高歌，疾风飞扬。伴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还有

更多新篇章新故事在酝酿，并在未来

终成现实。

赛场上的“中国故事”
■郑蜀炎

9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进入

第九个比赛日，在游泳、乒乓球、跆拳

道等 15 个项目上产生了 38 枚金牌。

游泳赛场产生了 4 枚金牌。在男

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项目上，浙江名将

汪顺以绝对优势收获冠军，如愿斩获

他在本届全运会上的第 6 枚金牌。女

子 100 米自由泳的争夺则更加激烈，山

东队选手杨浚瑄以 0.38 秒的优势获得

冠军，江西运动员程玉洁和浙江队选

手 吴 卿 风 分 获 银 牌 和 铜 牌 。 在 女 子

200 米蛙泳的较量中，北京队选手于静

瑶力压浙江运动员叶诗文斩获金牌。

徐嘉余获得男子 200 米仰泳的冠军。

田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

历史的中国男、女 4×100 米接力队以

奥运联合队的形式参加全运会，并都

以绝对优势收获金牌。在强者云集的

女子 20 公里竞走比赛中，上届全运会

冠军、内蒙古选手杨家玉成功卫冕，青

海运动员切阳什姐获得银牌，陕西队

运动员杨柳静获得铜牌，东京奥运会

铜牌得主、广东老将刘虹在自己的最

后一届全运会上获得第四名。

乒乓球混双项目落下帷幕，奥运

联合队选手许昕/刘诗雯以 4 比 2 战胜

黑 龙 江 队 曹 巍/王 曼 昱 ，如 愿 获 得 金

牌。沙滩排球赛场上演了一场强强对

话，卫冕冠军王凡和队友夏欣怡以 2 比

1 力克联合队选手薛晨/王鑫鑫组合，

摘得金牌。

9月 25日，全运会将在游泳、射箭、

田径等 15 个项目上产生 48 枚金牌，是

本届全运会产生金牌数量最多的一天。

田径项目将产生剩余所有场地内

项目的金牌，其中奥运冠军刘诗颖将

参加女子团体标枪的决赛、奥运会银

牌得主朱亚明将出战男子三级跳远决

赛。体操赛场，男子自由体操、女子跳

马、男子鞍马、女子高低杠和男子吊环

5 个单项的决赛将会同时展开，刘洋、

邹敬园等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都将出

战。女子足球成年组的比赛将迎来决

赛，由奥运联合队迎战上海女足。备

受瞩目的乒乓球项目将产生女单和男

双 2 枚金牌。 （刘子浩）

全运会第九个比赛日

百花齐放颇具看点

全运会渐近尾声，很多原本并不为观

众所熟悉的小众项目——攀岩、小轮车、

霹雳舞、冲浪等，借助全运会的舞台，让更

多观众开始熟悉起来。

何谓小众项目？一般来说是指那些

受众相对较少的运动类型，是与篮球、足

球等大众项目相对而言的概念。当然，小

众项目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部分项目在目

前可能发展不充分，参与人口也比较少，

但数年之后也可能变为大众项目。

全运会作为国内体坛水平最高、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承担

着服务奥运备战、培养和发现竞技体育人

才的重要功能。同时，全运赛场也是小众

项目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些小众项目如何

借全运舞台探索“破圈”之路，成为项目官

员、教练员和运动员共同思考的问题。

24 日，全运会女子曲棍球落下帷幕，

联合队以 4 比 1 战胜四川队夺冠。虽然当

天一直阴雨连绵，但看台上依然来了不少

球迷为支持的球队加油。“联合队，加油！”

“四川队，雄起！”的加油助威声不时传来。

曲棍球，在欧美国家颇受欢迎，但在

我国的发展并不充分。多年来，曲棍球在

国内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十四运会竞

赛部官员刘志鹏说：“长期以来，曲棍球一

直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但在我国普及程

度不高。其实，这项运动极具观赏性，比

赛的攻防转换节奏快，球员间的斗智斗勇

也颇具吸引力。我们相信在十四运会之

后，曲棍球运动在国内会越来越受欢迎。”

虽然是头一回登上全运会的舞台，但

攀岩比赛的热度却不小，每天的比赛都会

吸引不少观众的关注。攀岩，正通过全运

舞台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和坐标。

攀岩运动，早在 1987 年就被引入中

国，至今已发展了 30 余年，但多年来一直

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爱好者不在少数，

但真正能参与其中的人并不多。在 2016

年国际奥委会宣布攀岩进入东京奥运会

后，中国攀岩运动进入一个爆发式的发展

时期，中国攀岩队的实力提升非常快。通

过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等赛事，更多

人知道了攀岩，整个项目的推广普及也进

入了一个快车道。据统计，中国攀岩目前

参与人口已高达 30 多万，注册的青少年

运动员近 2000 人。相比过去，这是一个

巨大进步。

再来看小轮车项目。小轮车项目起

源于美国，以速度、刺激等特点深受年轻

人喜爱。同时，小轮车因不同于普通自行

车的独特结构，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

光。小轮车运动，在我国虽然爱好者不

少，但推广普及度并不高，在国内属于小

众项目。

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小轮车比赛共设

置男女自由式公园赛、男女竞速赛 4 个小

项，产生了 4 枚金牌。来自四川队的女运

动员高梦鑫表示：“小轮车女子自由式的参

赛者并不多，不过大家的水平都很高，目前

已具有与世界顶尖高手对抗的实力。”

2008 年，小轮车泥地竞速项目正式

进入北京奥运会。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小轮车自由式公园赛也是头一回亮相。

在国内，小轮车项目从 2009 年山东全运

会开始就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目前正处于

一个快速发展期。

滑板、冲浪、霹雳舞等奥运会新增项

目，本身都拥有一定群众基础。此次全运

会，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这些项目的魅

力。相信通过多方努力，这些小众项目都

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今天的小众项目，

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会遍地开花，成为有

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热门项目。

（本报西安9月 24日电）

图片摄影：本报记者 王传顺

■本报记者 仇建辉

全运舞台助力小众项目成长
攀岩攀岩、、霹雳舞霹雳舞、、冲浪冲浪、、滑板滑板、、马术等项目纷纷亮相赛场马术等项目纷纷亮相赛场

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

9 月 24 日晚，延安大学体育馆里灯

光璀璨，热情的球迷不断为场上的选手

加油。全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一触即

发，奥运组合许昕/刘诗雯对阵黑龙江

队的曹巍/王曼昱。

东京奥运会上意外失利，“昕雯”组

合此番出征全运会，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反观对手，王曼昱是上届全运会混

双项目的冠军，在东京奥运会上加冕女

团冠军，势头正盛。

“经历了奥运会之后，我觉得自己

比之前更加成熟。”赛前，王曼昱言语间

透着自信。

比赛中，首次在全运会搭档的曹

巍和王曼昱在配合上还不算默契，在比

赛的开始阶段并没有打出状态，连丢两

局。第三局，曹巍/王曼昱逐渐找回比

赛节奏，以 11 比 3 扳回一局。

在第四局战成 8 比 8 平的时候，场

上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王曼昱腿

部受伤，意外倒地，不得不在场边接受

队医的治疗。“王曼昱加油，你是最棒

的”。此时，全场球迷都为王曼昱加油

鼓劲。经过短暂的治疗，王曼昱重新回

到赛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过，

这次受伤还是影响了她的发挥，黑龙江

组合以 10 比 12 再丢一局。“昕雯”组合

以大比分 3 比 1 领先。

第五局比赛中，被逼到了“悬崖边

上”的曹巍/王曼昱放手一搏，在开局阶段

拿到了 6比 2的领先优势，并以 11比 9扳

回一局。但在关键的第六局，“昕雯”组合

再次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和默契的配合，以

13比 11拿下这一局，最终以总比分 4比 2

夺得本届全运会乒乓球混双金牌。

这枚金牌，是对两位老将多年付出

的最好回报。

在此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作为混双

头号种子出战的许昕/刘诗雯在决赛中

2 比 0 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组合伊藤美

诚/水谷隼逆转，遗憾摘银。那场比赛

后，刘诗雯流下了不甘的泪水。

经过短暂调整，来到全运会赛场，刘

诗雯希望用一枚金牌证明自己。此前，

虽然已经参加过三次全运会，但她始终

与金牌失之交臂。第四次踏上全运会赛

场，刘诗雯终于收获了自己首枚全运会

金牌。赛后，她显得格外激动。她表示，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届全运会，但还没

有完全放下球拍的想法，“未来我还是会

继续我的乒乓球生涯，我还是很热爱赛

场，在球场上更能找到自己。”

对于许昕来说，本届全运会并不算

顺利。在团体赛中，他率领的卫冕冠军

上海队止步8强。在单打比赛中，他输给

刘丁硕，无缘男单 4强。因此，这枚全运

会的混双金牌，对许昕来说有着特别的

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备战奥运会

和全运会，许昕错过了女儿出生的重要

时刻。全运会混双夺冠后，许昕表示：

“这个冠军，是送给女儿最好的见面礼！”

（本报延安9月 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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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4日晚，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 1500米决赛在西安奥体中心举行，安徽队选手王春雨（右一）以 4分 16秒 61的成绩夺冠。 本报记者 李三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