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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足球在中国连续出现让人难
以理解的事情

，

除了打假扫黑暴露出那
么多问题

，

足球在国内莫明其妙地火爆
，

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

甚至有些荒唐
———

中超参加亚冠联赛的四支球队
，

在两轮
比赛中恰巧全碰上韩国队

，

结果是八场
比赛全输

，

想平人家都不答应
，

奇耻大辱
啊

！

但是在这两轮亚冠比赛之间开始的
中超联赛

，

却是火爆异常
，

在历史罕见的
这个低温的春天里

，

观众人数创造了中
超联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

是哪里出了问题
？

一时还难以判断
，

但给人的感觉多少有些荒唐
：

这样水平
的联赛

，

每场比赛平均有两万好几的人
赶到现场观看

。

是数据有出入
？

还是人们
的脑子出了问题

？

一位某电视台体育部的负责人告诉
记者

，

现在由于央视的实力空前强大
，

他
们染指热门赛事的机会越来越少

，“

没办
法

，

只好炒亚冠
，

炒中超
。”

前不久碰到一
位球迷

，

表示
：“

我基本不怎么看国内的
足球比赛了

，

但是骂足协的文章我还是
爱看

。 ”

其实
，

这些年国内足球环境
，

很多是
和媒体的引导有关

。

以北京为例
，

因为上
赛季国安队的成绩不错

，

当地电视台过
去一个冬季几乎天天回味国安夺冠的场
面

。

本赛季中超和亚冠联赛开始前后
，

特
别是在国安在亚冠联赛取得两连胜后

，

媒体更是把足球炒爆了
。

其实
，

国安什么
水准

，

上赛季靠什么夺冠
，

不少人是清楚
的

。

在四支中超球队连续惨败给韩国球

队后
，

一位已经脱离足球的著名评论员
撰文

，

大骂足协
，

认为八场比赛
0

比
8

的
结果是足协造成的

……

惨败韩国球队之后
，

某中国球员终
于说出了心里话

，“

人家一场比赛跑
1

万
米

，

我们才跑
7000

米
。

怎可能赢
？”

其实
，

训练中不愿意像人家一样卖力
，

比赛前
拍着胸脯硬说

“

不恐韩
”，

原本就是一件
荒唐行为

。

球迷是无辜的
，

他们只不过是被
“

专
家级评论员

”

们忽悠了
。

但是舆论要是再
这么随意下去

，

骂足协的底气也会丧失
？

什么都可以荒唐
，

但是已成为主流的舆
论如果荒唐

，

那就是灾难了
。

本次亚冠联赛
，

四支中超球队在和
韩国四支球队的对阵中

，

不仅
8

战全负
，

而且进球数只有
3

比
14

，

基本是人家进
5

个球
，

咱们才进
1

个
。

可以说是全无招
架之功

，

差距之大让人震惊
。

中国足球在
国际比赛中的所有表现

，

当然和中国足
协的领导有关

，

但是更多的应该从俱乐
部层面找原因

。

从中国足球的现实来看
，

如果有人认为是中国足协带坏了俱乐
部

，

我倒认为是足协被俱乐部拉着走的
。

现在中国足球的绝大部分问题
，

无论是
训练的还是管理的

，

查源头
，

都来自俱乐
部

。

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还是要看国
内联赛的质量和俱乐部的建设

。

无论
是打假扫黑还是反思亚冠惨败

，

绕开
俱乐部直奔足协的做法

，

怎么看怎么
荒唐

。

怎么看怎么荒唐
■

宋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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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
北京时间

3

月
27

日
，

新泽西篮
网在主场以

118

比
110

击败底特律
活塞

。

易建联拿到
31

分
，

创下职业
生涯新高

，

他还拿下了
5

个篮板球
，

此前阿联曾在两场比赛中拿下过
29

分
。

———

易建联本赛季的状态高开
低走

，

中间还屡受伤病困扰
，

这一次
创下职业生涯得分新高实在可喜可
贺

。

但
31

分只是一个数字
，

阿联要
想在

NBA

立足
，

还需继续加油
。

4

月
1

日
，

是丁俊晖的
23

岁
生日

，

同往年一样
，

他的这个生日
是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赛场上
度过的

。

让中国球迷高兴的是
，

丁
俊晖在当天举行的第二轮比赛中
以

5

比
3

击败名将塞尔比
，

用一场
胜利为自己送上了最好的生日礼
物

。

———

丁俊晖今年的生日显然过
得不错

，

但现在球迷看他打球仍是
提心吊胆

。

丁俊晖已经是世界顶级
选手

，

但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师
，

他还
需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力

。

4

月
1

日
，

直通莫斯科中国乒
乓球男队第三阶段选拔赛在大连
海事大学体育馆结束了首日四分
之一的比赛

。

三位奥运冠军马琳
、

王励勤和王皓先后被淘汰出局
。

———

三位奥运冠军遭遇危机
，

从
一定意义上说是好事

，

至少证明中国
乒乓球人才济济

，

但这也给教练组出
了个大难题

———

三位大牌选手只能
有两名参加莫斯科世乒赛团体赛

。

(

刘君
)

七
日

E-mail:grrbt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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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李元浩
每年

3

月底到
4

月初
，

位于北京北
三环西路的大学生体育馆总是人头攒
动

，

热闹非常
。

一年一度的斯诺克中国公
开赛

，

使得这里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斯
诺克迷关注的中心

；

丁俊晖
、

傅家俊
、

亨
得利

、

奥沙利文
……

一个个斯诺克明星
，

成为这个季节曝光率最高的体育选手
。

近几年来
，

随着越来越多的斯诺克
赛事在国内举行

，

中国已成世界斯诺克
运动发展新的热点地区

。

在国际台联的
斯诺克运动推广计划中

，

中国被视为最
重要的发展地区之一

。

不过
，

面对斯诺
克运动的

“

中国梦想
”，

中国斯诺克运动
在竞技

、

基础
、

市场开发以及文化氛围
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

中国为斯诺克发展注入活力
”

“

中国是斯诺克发展最有活力的地
区

”，

在短短一周的斯诺克中国赛期间
，

世界斯诺克协会主席巴里
·

赫恩在面对
媒体采访时

，

总是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

这
位在去年底刚刚当选为世界斯诺克协会
新一任

“

掌门人
”

的英国人
，

对于斯诺克
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显然很有信心

。

事实上
，

斯诺克运动在近年来所遭
遇的发展困境

，

曾使得巴里
·

赫恩和他
的前任沃克尔爵士感到压力重重

。

随着
足球

、

篮球
、

排球等运动职业化进程的
加快

，

斯诺克运动的发展空间被迅速压
缩

。

即使在开展最为普及的英伦三岛
，

斯诺克都被某些媒体称为
“

夕阳运动
”。

如世界斯诺克运动的最高赛事
———

世
锦赛

，

在最近两届都差点没有找到主赞
助商

；

而本赛季的英锦赛也是在开赛前
不久才找到了冠名赞助

……

中国斯诺克运动的快速发展
，

在很
大程度缓解了斯诺克运动的生存危机

。

以目前在中国举行的两大排名赛为
例

———

上海大师赛的主冠名商一签便
是

5

年
，

这在其余排名赛中几乎不可想
象

；

中国公开赛每年的冠名商
、

赞助商
、

合作伙伴多达十几家
……“

目前的国内
商家对于斯诺克赛事的热情非常高

，

我
们的市场开发进行得较为顺利

。 ”

中国

公开赛组委会的市场开发负责人表示
。

对于中国商家的热情
，

不要说丁俊
晖

、

梁文博等中国选手
，

就是亨得利
、

希
金斯这样的

“

洋面孔
”

也是感触颇深
。

据
悉

，

目前世界排名前
16

位的选手中
，

有
14

位与中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

难
怪巴里

·

赫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笑言
自己最喜欢来中国

，“

本赛季
，

受经济大
环境的影响

，

冠名赞助一度让世界斯诺
克协会非常头疼

。

但在中国
，

我们却没
有这样的忧虑

，

我很高兴这里有那么好
的商业前景

。 ”

除了市场因素
，

中国斯诺克运动的
参与热情也让世界斯诺克协会感到欣
喜

。

目前
，

除了丁俊晖
、

梁文博
、

傅家俊
等常年在英国训练和比赛的中国选手
外

，

还有不少年轻选手通过学习
、

训练
和比赛的方式

，

在世界斯诺克运动的版
图上增加着

“

中国元素
”。

以本赛季职业
斯诺克巡回赛为例

，

96

位参赛选手中
，

有
9

名来自中国
，

这也是除英伦三岛选
手外最大的球员参赛群体

。

根据世界职业台球联合会
2009

年
的统计

，

中国经常参加斯诺克运动的人
数大概有

700

万人
，

而爱好者则多达
5000

万人
。“

斯诺克的未来在中国
”，

这是
众多斯诺克业内人士一致的论断

。

“

我们准备好了吗
？ ”

面对外界的一致看好
，

中国斯诺克
运动的参与者们却不敢轻言乐观

。 “

我
们准备好了吗

？ ”

这是不少业内人士在
接受采访时透露出的隐忧

。 “

要想真正
推动斯诺克运动的全面发展

，

我们在人
才培养

、

赛事体系
、

市场开发等方面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 ”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
书长王涛表示

。

以近几年来讨论最多的人才培养
问题为例

。

随着丁俊晖的出现
，

外界一
度认为中国斯诺克运动的人才培养将
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

然而
，

由于
缺乏系统的青少年培养计划

、

职业赛事
构架和职业选手的升级培训

，

斯诺克人
才培养要真想实现本质突破远非易事

。

2002

年
，

丁俊晖夺冠
；

2003

年
，

刘
崧获得亚军

，

丁俊晖并列季军
；

2004

年
，

梁文博获得季军
；

2005

年
，

梁文博
、

田鹏飞和李行包揽了前三
；

2007

年
，

张
安达获得亚军

……

这是一份中国选手
在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中的成绩单

。

从中不难看出
，

从
2002

年至今
，

中国选
手在该项赛事中的表现可谓出色

。

然
而

，

3

年过去了
，

这批曾被寄予厚望的
年轻选手却并未取得更大的成功

。

以本
届中国公开赛为例

，

7

名持外卡参赛的
中国选手有

5

人在资格赛中便被淘汰
，

两名晋级正赛的选手中
，

刘闯未能闯过
首轮

，

田鹏飞止步
16

强
。

而在目前最为国际斯诺克运动界
所看好的市场开发上

，

中国企业对于斯
诺克运动的热情和投入能否保持下去
同样是一个未知数

。“

从商业角度来看
，

不少商家对于体育赛事的投入缺乏前
期调研和系统计划

。

盲目投入
，

容易造
成市场过热

，

很难实现双赢的局面
。”

北
京市场营销策划协会副总监陈柯认为

。

斯诺克运动的发展
，

不能没有像丁
俊晖这样的

“

偶像
”

选手的示范作用
，

但
更需要的却是潜移默化的运动氛围和
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

类似于丁俊晖
这样的

“

父子培养模式
”，

不应该成为中
国斯诺克发展的常态

。

“

举国体制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中起了重要作用

。

对于斯诺克运动的发
展

，

举国体制同样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 ”

王涛表示
。

据介绍
，

从
2008

年开始
，

国家
体育总局小球中心做出决定

，

成立中国
斯诺克国家队

，

采取了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

、

国内与国外相配置
、

整合资源
、

突出
重点

，

从国家队建设入手
、

先后组织了多
次集训

、

国家队户外拓展活动
、

心理课堂
等多项手段

，

使球员的各方面能力得到
了提高

，

同时队伍凝聚力开始逐渐形成
。

对于目前方兴未艾的斯诺克运动
市场

，

小球中心
、

中国台协和各赛事主
办方正在积极调整思路

，

开展合作
，

准
备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来进一步规范
和推动市场的发展

……

“

斯诺克的未来在中国
”，

希望这一
天不会距离我们太远

。

生日

危机

北京时间
3

月
31

日
，

2009-

2010

赛季
CBA

季后赛首轮上海
队与辽宁队的比赛进行了第

4

回
合的较量

，

凭借着刘炜和卢卡斯联
手攻下的

75

分
，

上海队通过加时
赛以

123

比
117

击败辽宁队
，

并
以

3

比
1

的总比分晋级下一
轮

。

上海队上一次闯入四强还
是在

8

年前
，

当时姚明还在队
中

。

———

这不仅是上海篮球复
兴的迹象

，

更是
“

姚老板
”

的胜
利

，

姚明建队的思路也应被一
些俱乐部借鉴

———

只买对的不
买贵的

。

复兴

斯诺克的

王宝泉履新后
，

有人认为其执教理
念照搬了老女排经验

，

有
“

复古
”

之嫌
。

但
“

训练刻苦
、

打法全面
、

重视细节
”

一直是
中国女排安身立命的法宝

。

事实也证明
，

在这个理念得以贯彻时
，

中国女排成绩
都会提高

。

但
“

复古
”

并不等于简单复制
，

相信王宝泉在坚持传统的同时
，

能够注
入新的理念

。

孙喜宝
/

文林忠
/

摄

宝泉履新
女排

“

复古
”

■

本报记者李元浩
“

好球
”，“

漂亮
”……“

热烈
”

的掌声
和欢呼声随即响起

……

4

月
1

日晚
，

在
丁俊晖对阵英国选手塞尔比的比赛中

，

这样的场景几乎会在丁俊晖打进每一个
球时出现

。

面对中国观众的
“

热情
”，

一贯
温文尔雅的塞尔比虽然还是面带笑容

，

却是笑得有些勉强
……

其实
，

在近几届中国赛中
，

这种
“

逢
落袋必鼓掌

”

的景象频频出现
。

虽然中国
观众的热情令人称道

，

但过度的热情却
使得斯诺克运动的业内人士颇为无奈

。

“

斯诺克比赛中的加油鼓掌是有讲
究的

。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长时间胶着后
的第一球

、

高难度球
、

一杆破百或一杆高
分球时才鼓掌

，

其余时间观众应该保持
安静

，

以免选手的注意力受到影响
。 ”

著
名的台球解说顾问庞卫国表示

。

从
2005

年至今
，

斯诺克中国赛已经
举办多届

。

应该说
，

经过几年来的摸索和实
践

，

中国赛在组织
、

赛事水平和扩大斯诺克
影响等方面

，

都有了明显进步
。

然而
，

在观
赛礼仪

、

现场秩序甚至是媒体协调等方面
，

却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
。

记者在近几届
比赛的采访过程中深切体会到

，

已经被世
界斯诺克运动界视为新的发展重心的中国
斯诺克

，

还要在
“

内功
”

修炼上多下功夫
。

以在本届比赛中因为首轮输球而爆
出

“

假球赌球
”

传言的名将奥沙利文为例
，

这位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选手在中国赛
中历来

“

麻烦不断
”———

2005

年首届比
赛

，

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
；

2006

年
，

在中
国赛首轮不敌世界排名第

33

位泰国选手
瓦塔纳后

，

甚至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便在
第一时间回国

；

2008

年
，

首轮输给傅家
俊

，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因为做出不雅动作
而受到媒体的

“

口诛笔伐
”；

去年
，

在
1／4

决赛输给希金斯后竟公开称中国赛是
“

垃
圾

”……

本届比赛中
，

对于奥沙利文的
“

赌球
”

传言
，

组委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澄清
。

世
界斯诺克协会新闻官埃文在接受采访时
明确表示

，

他们对球员的监控渠道未发现
异常

，“

罗尼
（

奥沙利文
）

是个很有个性的
球员

，

在赛场上的表现起伏很大
，

心情不
好的时候

，

他也确实会打得很糟
。 ”

无须讳言
，

作为当今斯诺克界的
“

一
哥

”，

奥沙利文在球技出众的同时
，

其独特
的个性和屡屡率性而为的举动

，

都让他成
为一个充满争议的选手

。

作为一名职业选
手

，

奥沙利文在中国赛上的不当言论肯定
有悖于斯诺克的绅士精神

，

但不少业内人
士也指出

，

奥沙利文对少数中国观众在观
赛时的不文明举动

，

难以集中精力比赛的
环境等方面也颇有微词

……

斯诺克观赛礼仪
，

虽然已经是
“

老生
常谈

”

的问题
，

但观赛迟到
、

比赛期间随
意走动

、

不合时宜的鼓掌
、

相机快门声不
时响起的不文明情况

，

依然在中国赛中
存在

。

如果这样的尴尬不能得到有效改
变

，

斯诺克运动要想在国内真正生根发
芽进而茁壮成长恐非易事

。

据记者了解
，

赛事组织方在普及斯
诺克观赛礼仪方面

，

其实做了一些工作
。

比如早在
2007

年的中国赛中
，

组委会
就在门票上印上了

“

文明观赛指南
”；

在
比赛间隙

，

大屏幕还反复播放斯诺克观
赛细则

……

但是
，

由于缺乏具体的落实
和指导

，

这样的
“

补课
”

效果并不明显
。

由此可见
，

要想真正推动斯诺克运动
在国内的普及和发展

，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

以中国公开赛为首的国际斯诺克品
牌赛事

，

应在这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

能否
让绅士运动真正

“

绅士
”

起来
，

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中国斯诺克运动发展的进程

。

从另一个角度
看奥沙利文的

“

假球
”

3

月底的一天
，

春寒料峭
，

航天科工集团
第三设计院体育馆内却是热闹非凡

。

为庆祝
该院三部成立

50

周年
，

一场名为
“

飞航总体
杯

”

的职工篮球赛在这里拉开序幕
。

来自航天
科工集团内部以及兄弟协作单位的

7

支队伍
受邀参加比赛

。

因为
，

水平接近
，

很多场次的
比赛异常激烈

。

场边的很多职工和家属看得
津津有味

。

这次赛事的主办者是航天三院第三设计
部

，

该部是我国飞航高科技产品的总体设计和
研发单位

。

建部
50

年来
，

他们先后承担了数十
项国家重点航天项目的研制任务

，

为中国的航
天事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三部党委书记李树盛告诉记者
，

为回顾
发展历程

，

总结创业经验
，

展示科技成果
，

强化
企业文化

，

凝练企业理念
，

增强凝聚力
、

向心力
和号召力

，

激发全体职工的自豪感
，“

在庆祝三

部成立
50

周年的时候
，

我们准备搞
‘

五个一
’

活动
。

即一系列大型庆典活动
；

一系列文化宣
传活动

；

一系列学术交流
、

座谈活动
；

一系列文
化体育活动

；

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
。 ”

正在忙前忙后组织各项工作的党委副书
记施毅对记者强调说

，

文体活动之所以在这次
庆典中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

是因为我们这个部
的职工体育是有传统的

。

特别是最近几年
，

单
位内部体育爱好者越来越多

，

由工会组织的各
种比赛也是常年不断

。

他告诉记者
，

三部领导
不仅在职工中倡导

“

每天锻炼一小时
，

快乐生活
每一天

”

的理念
，

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种体育活
动

。

每次组织的职工乒乓球赛
、

羽毛球赛
、

篮球
赛中

，

都能看到三院和部很多领导的身影
。

良好的健身氛围和领导的重视
，

引导着
三部在职工体育上的投入逐渐加大

。

近年来
，

他们开辟了
600

多平方米的室内文体活动场

地
，

改建了篮球场
、

羽毛球馆
，

为职工的健身
创造了条件

。

航天三院三部在推动职工体育
活动中充分认识到赛事的引领作用

，

至今
，

他
们的职工运动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

，

有届制
的职工体育赛事还包括海鹰杯羽毛球赛

、

乒
乓球赛

、

棋牌赛
、

足球赛
、

趣味运动会等
。

“

现在的职工队伍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
，

知识分子的比重迅速增加
。

比如我们三部
，

约
一半职工都是硕士以上学历

。

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

，

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较高
，

健身的意识
也很强

。

这其实是很多现代企业职工体育工
作的新特点

。

干航天的需要高昂的斗志
，

强健
的体魄可以帮助我们的心飞得更高

。

所以
，

开
展丰富多彩的职工体育活动

，

不仅是满足职
工的需求

，

也是形成企业文化
，

增强企业凝聚
力

，

建设现代化企业的需要
。”

三院三部主任高
文坤这样解释他对职工体育的理解

。 （

甄雯
）

身强体健助心飞翔
———

航天科工集团三院第三总体设计部职工体育新动向

冯连庄摄

“

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