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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仇建辉 通讯员 文 元

时光易逝，岁月如流。还有 2天，我

们就要和2021年挥手作别了。对于中国

体育来说，202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2021 年 ，东 京 奥 运 会 、陕 西 全 运

会、苏迪曼杯、汤尤杯、世乒赛、短池游泳

世锦赛等大赛接踵而至。这其中，中国

体育健儿既有苏炳添勇创 9秒 83首次杀

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突破，也有世

乒赛上年轻队员挑大梁的中国队摘得 4

金的欣喜，更有东京奥运会斩获 38金 32

银 18 铜、4 次打破世界纪录的骄人成

绩，还有赵心童、颜丙涛首夺斯诺克三大

赛冠军的意外之喜……这一年，中国体

育健儿们用突破、超越、拼搏在赛场上不

断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传奇，留下无

数辉煌的瞬间。

这一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温

暖着你我。

这一年，有很多催人奋进的故事，激

励着你我。

这一年，有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感

动着你我。

一

这一年，老将老而弥坚，延续奥运梦

想，不断超越自我。

东京奥运会，堪称是历史上最为特

殊的一届。备战周期从 4 年变成 5 年，

对于老将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毕

竟，很多老将身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伤

病，多坚持一年高强度的训练和备战，殊

为不易。以苏炳添、巩立姣、马龙、吕小

军为代表的老将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永不放弃的奥林匹克精神。他们始终热

爱自己所从事的运动，心中的奥运梦想

一直在燃烧。他们为了能够站上奥运舞

台，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和努力。

在世界乒坛，一位选手同时获得奥运

会、世锦赛、世界杯三项比赛的单打冠军，

被称为大满贯。此前，只有张怡宁获得过

双圈大满贯的殊荣。而在奥运会乒乓球

男单比赛中，此前从未有人能卫冕成功。

33岁的马龙经历重伤后再次站上奥运赛

场，成功卫冕男单冠军，并且实现了双圈

大满贯，在东京创造了新的历史。马龙把

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更可

贵的是，他仍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将继

续跟随国乒在赛场上南征北战。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可以说是奥运会

田径赛场中最令人期待的比赛之一，也是

每一个短跑运动员的梦想。今夏的东京，

32岁的苏炳添成为第一位站上奥运会百

米决赛跑道的中国人。9 秒 83 也成为

2021年中国体坛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回

过头看，年龄或许并不是问题，给自己设

限才是。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问苏

炳添：“9秒83后，32岁的你还有可能再次

突破极限吗？”苏炳添坦言：“极限都是别

人定义的，我不突破极限，我超越自己。”

陕西全运会上，苏炳添轻松摘得男子百米

金牌，弥补了4年前的遗憾。更令人钦佩

的是，苏炳添并没有离开跑道，依然在奔

跑，寻找继续突破的可能。

举重，是一项演绎力与美的运动，在

很多欧美国家颇为流行。举重，也一直是

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之一。在东京奥运

会上，37岁的吕小军将男子 81公斤级比

赛变成了个人表演赛，以绝对实力轻松摘

金。赛后，对手、工作人员，甚至是裁判，全

都簇拥过来找机会跟他要签名和合影。奥

运赛场上，上演了一场吕小军的“大型粉丝

见面会”。

现代奥运史上，上一位超过 35岁还

能夺冠的男子举重选手，要追溯到 1964

年奥运会。在此后的 57年里，再也没人

能够实现这一壮举，直到吕小军在东京

上演奇迹。吕小军在 37 岁时依然能够

保持如此出色的状态，背后的秘诀在于

对举重的热爱和专注。

此外，还有 30 岁的施廷懋和王涵，

两位老将带领中国跳水队在东京奥运会

上高奏凯歌，连战连捷。35岁的庞伟带

着微笑和泪水离开奥运赛场。比金牌更

重要的是，他把那份沉稳和自信传递给

了年轻一代，中国射击队在东京正式完

成新老交替。

有欢乐，也会有遗憾。31 岁的许昕

和 30 岁的刘诗雯未能拿下奥运史上首

枚乒乓球混双金牌。落泪的刘诗雯让人

心疼。因伤无缘女团比赛后，刘诗雯还

是把最美的笑容留给大家，期待能够昂

首再出发。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表

现不佳，34 岁的颜妮带着一丝遗憾告

别。32 岁的董栋用一枚蹦床银牌结束

奥运生涯，32 岁的谌龙未能实现卫冕，

还有王峥、刘虹等人，离金牌仅一步之

遥。转身离开，或许会有些许不甘，但只

要拼尽全力，不完美亦无憾。

二

这一年，中生代渐入佳境，不断创造

历史，书写中国体育新篇章。

2021 年，对于 24 岁的樊振东来说，

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在东京奥运会乒乓

球男单决赛中，他不敌老对手马龙无缘

金牌。不过，在随后的陕西全运会、世乒

赛、世界杯总决赛上，樊振东接连问鼎男

单冠军。这些年，从青年组到成年组，樊

振东给球迷和国乒教练组的印象只有两

个字——放心。虽然也曾遭遇过瓶颈

期，但调整后的樊振东变得更加强大。

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待“小胖”能够站

上奥运会男子单打的最高领奖台。

即将过去的 2021年，或许是汪顺最

为忙碌的一年，也是收获最多的一年。

从年初备战东京奥运会起，他和师父朱

志根便一路马不停蹄地四处征战。在东

京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后，他又代表

浙江队参加了陕西全运会的游泳比赛，

在 6项比赛中拿到了 6枚金牌，表现足够

精彩。当然，如此频繁地参赛也给他带

来了不小的麻烦，疲劳累积让这位中国

男子游泳的领军人物有些吃不消。在年

底的短池游泳世锦赛上，身体状态不佳

的他表现平平，在自己的主项男子 200

米混合泳中仅获得第五名。汪顺赛后坦

言：“可能这一年比赛强度有点大，状态

并没有调到最好。2022 年有游泳世锦

赛，还有杭州亚运会，到时候自己是主场

作战，希望能给观众带来精彩的比赛，也

希望能站上最高领奖台。”

决胜时刻的那一剑，孙一文书写了

中国击剑的新篇章。今年东京奥运会女

子重剑个人赛中，孙一文一路过关斩将

跻身决赛。令人窒息的决赛中，在与对

手战平后，孙一文在“决一剑”阶段果断

出击，一剑封喉，成功加冕，拿下了中国

女子重剑史上的首枚奥运金牌。从 15

岁拿起剑开始，孙一文经历了国内外大

小上百场赛事的考验和历练，经历过挫

折、伤痛和状态的起起伏伏，最终厚积薄

发，迎来了属于她的胜利和荣耀。

三

这一年，新星强势崛起，展现耀眼光

芒，中国体育未来可期。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度秋。

过去的这一年，中国体坛的每一个领域内

都在发生着新老交替，众多年轻面孔涌现

出来。正是因为他们的快速成长，中国体

育才变得日益强大。

东京奥运会上，张雨霏的出色表现

让她成为中国游泳队的“当家花旦”。23

岁的张雨霏在女子 200米蝶泳比赛中以

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斩获金牌，与队友一

起在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

破世界纪录夺金，还拿到女子 100 米蝶

泳 和 男 女 4× 100 米 混 合 泳 接 力 的 银

牌。日臻完善的技术，再加上充沛的体

能，天才少女张雨霏正开启一个属于自

己的时代。

凭借东京奥运会上出色的表现，杨倩

在国内人气飙升。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

米气步枪资格赛阶段，杨倩一度跌出前

十。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杨倩展示了

惊人的调整能力和沉稳的心理素质，逆转

杀进决赛。决赛的最后阶段，她更是凭着

稳定发挥逆转拿下金牌，为中国体育代表

团拿到东京奥运会首金，也成为中国第一

位“00后”奥运冠军。之后，杨倩搭档杨皓

然，再夺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两

金在握，杨倩的首次奥运之旅堪称完美。

“作为运动员，特别是射击运动员，要耐得

住寂寞，因为每一次瞄准和击发，都是在

和自己作斗争。”杨倩坦言自己的成功来

源于日复一日的刻苦和努力。

在今夏的东京奥运会上，14岁的全

红婵一鸣惊人，以三跳满分、近乎完美的

表现拿到了女子单人 10 米台的金牌。

“水花消失术”惊艳了全世界，也让中国

跳水队再次在这个项目上保有压倒性的

优势。在刚刚结束的国际泳联跳水表演

赛上，全红婵还尝试和队友练俊杰搭档

参加混双比赛，未来全红婵有望在单人、

双人项目上全面发展。

此外，孙颖莎成为国乒史上第一位

“00后”奥运冠军，属于她的时代才刚刚

开始。还有体操队的管晨辰、举重队的

李雯雯、射击队的张常鸿等年轻小将勇

挑重担，在东京奥运会上展现出上佳的

状态和非凡的能力，帮助中国体育代表

团赢得金牌和荣誉。对他们来说，奥运

冠军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3 年之后的巴黎，我们期待中国体

育代表团能有更多的新人崛起，承载起

中国体育的梦想和希望，为国人带来更

多的惊喜。

四

这一年，非奥项目成绩喜人，老将新

秀竞风流。

说起非奥项目，斯诺克应该是 2021

年最值得中国体育迷关注的项目之一。

年初，颜丙涛成为首位赢得大师赛冠军

的“00后”选手。他一举击败罗伯逊、宾

汉姆、希金斯 3大世界冠军登顶，并在之

后的比赛中两次跻身顶级赛事的 4 强，

展现出不俗的实力，目前世界排名第 15

位；岁末，赵心童爆冷加冕英锦赛冠军，

成为该赛事首位“90后”冠军得主，从此

三大赛多了两位年轻的中国冠军。赵心

童的世界排名来到第 9 位，超越丁俊晖

成为中国斯诺克运动的新旗手。

过去，只要一提起斯诺克，大家首先

想到的就是丁俊晖。如今，丁俊晖仍在继

续追梦，但他已不再是孤军奋战，颜丙涛、

赵心童，还有很多刚刚踏上职业舞台的年

轻人，正和丁俊晖一起征战在世界赛场。

2021 年，周冠宇收获了 F2 年度季

军，并将在下赛季正式开启 F1 车手生

涯，成为这个项目上的中国第一人。这

是突破，更是惊喜。今年 11月 16日，F1

车队阿尔法·罗密欧竞速队宣布，中国年

轻车手周冠宇将作为该队两名车手之

一，参加 2022 赛季的 F1 比赛。消息一

出，在中国引发广泛关注。F1已经很久

没有在中国引发如此热度了。创造历史

后的周冠宇坦言：“你要付出很多，甚至

要不顾一切，把全部都献给赛车。能成

为中国第一位F1正式车手，我很骄傲。”

五

这一年，冬奥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北京冬奥会精彩可期。

随着一系列测试赛的举行，北京冬奥

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也进入尾声。作为双

奥之城，北京将再次让全世界惊叹。北京

冬奥会的筹备工作秉持“绿色、共享、开

放、廉洁”的办奥理念，落实“简约、安全、

精彩”的办赛要求，在这一年取得一系列

重要成果。在测试赛中亮相的北京冬奥

会场馆颇为惊艳，其中不仅有几座来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的场馆，还有几座

设计出众的新建场馆。它们采用各种最

新的功能，比如可持续资源发电，在冰上

场地使用二氧化碳可持续制冷系统等。

所有这些功能都符合未来使用者的预期，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北京冬奥会的筹备

工作，也推动了冰雪运动在国内的发展，

周末带领家人和朋友走进雪场、冰场的老

百姓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中国冰雪健儿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备战，涌现出了一大批表现

不俗的运动员：短道速滑的武大靖、任子

威，速度滑冰的宁忠岩、高亭宇，还有依

然在追逐梦想的韩聪、隋文静……17岁

的小将苏翊鸣、18 岁的谷爱凌、21 岁的

杨文龙有望填补多项空白，徐梦桃、蔡雪

桐、齐广璞、贾宗洋等运动员有望在家门

口实现梦想。

诚如 2008年的北京一样，2022年的

北京也让大家充满期待，让我们和全世

界一起见证历史。

六

体育从不只限于赛场上争金夺银，更

在于普通民众可以参与其中的全民健身。

全民健身在当下中国正成为一种潮

流，跑步、羽毛球、自行车、足球、篮球、越

野赛、滑雪、击剑、游泳等成为老百姓日常

参与的时尚运动。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强

身健体，也可以让人享受到运动的乐趣。

2021 年，全民健身计划持续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向民众开放，奥运健

儿纷纷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引导普通民

众参与其中，体育强国建设全面开花。

2021年，多部重磅法律法规出台，为

体育事业发展保驾护航。10 月 1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首

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此次修订是体育法自 1995

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草案增加

刚性条款，明确体育课时不得被占用，确

保学生有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此外，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十四

五”体育发展规划》等文件先后印发，就

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

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

求以及“十四五”体育改革发展、体育强

国建设等工作作出部署。

我们坚信，在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

后，一定会有更多人投入到体育运动中。

曼德拉曾有言，体育具有改变世界

的力量。在经历了疫情肆虐、体育赛事

接连停摆后，体育无疑更加值得被重视、

被推崇。虽然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体

育精神之火仍在热烈地燃烧。

九 万 里 风 鹏 正 举 ，五 千 年 华 夏 常

新。2022 年，冬奥会、大运会、亚运会、

世锦赛、足球世界杯等大型赛事将纷至

沓来。2022 年，相信体育的力量，定会

温暖你我，振奋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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