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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色如烧，再难也要坚持

刘颖余

前不久，无意看了一部日本电影《茜色

如烧》，很是感动。

电影讲了疫情之下一对母子艰难求生

的故事。7 年前的一场车祸，让这对母子

变成孤儿寡母。柔弱女子用双肩扛起全部

的生活重担，但处处受阻：职场上被排挤，

生活中被骚扰，儿子被同学霸凌，好不容易

遇到意中人，以为找到真爱，没料到却碰上

“渣男”……生活如此残酷无情，坚强的母

亲却很少生气，更无抱怨，且永远遵守规则

和内心的律令，最喜欢说的口头禅竟然是

“一起加油啊”。

影片的结尾是，母子一起默默吃着便

当，远处的天边，残阳似血。这是刹那的灿

烂，短暂的幸福，却依然凄美动人。

至此，我大概懂了电影片名的含义：茜

色如烧，是种隐喻，是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

人们用力活着，燃烧自己的一种姿态。

电影并非生活，但生活也未必比电影更

轻松。

比如，眼下的中国足球，我相信许多人

都会说一个字，难。国家队难，联赛难，校园

足球恐怕也难；留洋的球员难，在中超坚守

的难，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就更难。但我们

能仅仅因为一个“难”字，就不往前走了吗？

显然不能。

正在空场进行的新赛季中超联赛，少

人关注，无人喝彩，红牌却与罚单齐飞。但

万幸的是，我们也看见了一些让人动容的

人和事：

34 岁的国脚谭龙，在长春亚泰对阵广州

城的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还奉献助攻，1

人独造 4 球，不仅成为中超历史上第 17 位上

演帽子戏法的本土球员，而且也是时隔 1323

天后，本土球员再次“戴帽”。

都说中超高水平外援少了，但如果因此

能让优秀的本土球员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不

也是好事一桩吗？

不甘寂寞的老男孩可不只有谭龙。

比谭龙还大 1岁的阎相闯也迎来了久违

的中超进球。中超第二轮，他帮助大连人队

以 2比 0战胜广州城。赛后，他更新了个人社

交媒体：“2012，大连，最后一粒进球。2022，

大连，第一粒进球。十年……大家好！我叫

阎相闯，‘今年十八岁’，来自大连！”

寥寥数语，故事感却极强。

阎相闯不只是见证了大连队的起伏兴

衰，他还曾留下了一句有关中国足球的名言：

再难也要坚持。

那是 2014 年 7 月 20 日，身披哈尔滨毅腾

战袍的阎相闯，以 1 个进球和 2 个助攻，帮助

深陷降级泥沼的球队 4 比 0 击败贵州人和。

赢得胜利的阎相闯跑向场边，掀开球衣，露出

6个大字：再难也要坚持！这不仅瞬间点燃现

场，也感动了电视机前无数不离不弃的球迷。

“再难也要坚持”，这朴素的话语，是阎相

闯在为中国足球打气，也一直是他的人生座

右铭。

成名于北京国安的阎相闯，在国安效

力长达 8年，也帮助球队拿到中超冠军，达

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但自 2011年后，

受困于伤病和队内竞争等因素，他便开始

了自己的漫漫“流浪路”，先后效力大连实

德、贵州人和、哈尔滨毅腾等多支球队，还

多次面临无球可踢的窘境。

2015 年，阎相闯重返北京，加盟北控，

开始了二次北漂。此后，他在北控和北体

大效力 7 个赛季，历经斯塔诺、亚森、高洪

波、宿茂臻、张旭等多名主帅。作为球队

队长和核心，他 7 个赛季共出战 180 场，攻

进 38个进球，创造了队史出场纪录和进球

纪录。

上个赛季北体大保级成功后，阎相闯

又一次回到家乡，披上大连人队的战袍，

落叶归根。

无论岁月如何蹉跎，老男孩始终雄心

未泯。这是阎相闯的坚守，也是许多中国

足球人的坚守。

是的，中国足球很难，但中国足球的

天还没塌下来。即使注定要没入黑暗，但

也请所有的中国足球人，像那灿烂的夕阳

一样，在夜幕降临之前，用尽力气，燃烧自

己，发出耀眼的光亮。

茜色如烧，再难也要坚持。中国足

球，加油！

是的，中国足球很难，但中国
足球的天还没塌下来。即使注定
要没入黑暗，但也请所有的中国
足球人，像那灿烂的夕阳一样，在
夜幕降临之前，用尽力气，燃烧自
己，发出耀眼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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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体育成‘特困行业’了”。随着近日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阶段性

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

知》，允许体育等 22 个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不少体育人见面时

都不免感慨。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使全球体育产

业受到较大冲击，近年来保持蓬勃发展的国

内体育产业也不例外。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有效破解发展困局，寻找新的机遇

和空间，是国内体育产业亟待思索和解决的

课题。

体育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没想到这次的复工只持续了 3 天”，在

北京市朝阳区某商场地下一层经营健身房的

小智（化名），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由于朝

阳区出现了新的聚集性疫情，在 6月 6日才迎

来复工的小智，不得不在 9日下午再次闭店。

新冠疫情防控的要求，使聚集性、人流量

大的体育活动受到重大影响。从 2020 年至

今，国内竞赛表演业受到较大冲击，即便是正

常举办的赛事活动大多也是空场进行；曾是

体育产业重要支撑的体育用品行业勉力维

持；健身休闲、体育教育与培训业纷纷转战线

上，盈利空间大幅缩减；体育旅游连续增长势

头遇挫……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6 年至 2019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增长达万亿元，增幅

55.1%，占 GDP比重从 0.87%提升至 1.14%，且

4 年间总产出增长率与增加值增长率从未低

于 10%，远高于同期 GDP增速。

但在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底公布的数据

中，2020 年的全国体育产业总产出，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2020 年全国体育

产业总规模 (总产出)为 27372 亿元，与 2019
年相比，总产出下降 7.2%，增加值下降 4.6%。

受疫情影响，多数体育产业类别增加值

出现下降。例如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增加值

下降 20.2%，体育经纪与代理、广告与会展、

表演与设计服务下降 16.9%，体育用品及相

关产品制造下降 8.1%。

今年上半年，由于国内部分地区疫情零

星散发，体育行业再度受到冲击。多项大赛

或延期或取消，马拉松等赛事活动基本停

摆，线下体育培训等近年来增长迅速的产业

陷入停滞……国内体育行业经营正面临严

峻挑战。

各地多管齐下纾困解难

“这个政策很及时，扶持力度大，让我们

的经营更有信心了。”随着近日上海市体育局

发布《关于支持体育企业抗击疫情加快恢复

发展的实施细则》，出台 10 项措施助力企业

纾困解难，主要从事体育场馆运营的洛合体

育负责人戴富祺终于安下了心：“通过这个政

策，我们可以减免租金三四百万元，极大缓解

了企业经营压力。”

据记者了解，近期在国家发改委等多部

门的统一部署下，国内多个省市先后出台各

自属地的《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

复发展的若干政策》，除了全国统一对企业减

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等“六税

两费”外，还有一些立足地方实际、专门针对

体育行业的纾困举措。

其中，湖北、江苏、海南、深圳、西藏、内蒙

古、安徽等地的政策中，专门安排体育主管部

门对体育企业进行纾困。上海、山东、江苏、

四川等省市体育局还提出了落地性高、可执

行性强、实惠力度大的体育企业扶持政策。

例如上海体育局出台的《细则》，包括减

免承租公共体育场馆租金、给予体育企业纾

困资金补贴、持续配送体育消费券、发放体育

场所防疫物资补贴、支持体育彩票销售、鼓励

体育企业发展线上模式、支持社会资本扩大

体育投资、加强金融信贷支持、加大政府采购

等措施。

四川省体育局印发的《助力体育企业纾

困解难推动体育产业稳步发展的八条措施》，

从“政策扶持、金融支持、人才培育、扩大内

需”等多方面着手，既提出要落实现有政策、

平台资源对体育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又要

着眼长远，谋划新业务、建设新项目、培育新

力量等。

企稳反弹还需修炼“内功”

虽然近两年来国内体育产业遭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支撑我国体育产业

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没有改变，国内体育产

业的发展前景依然可期。综合而言，国内体

育产业企稳反弹的关键还是要不断修炼“内

功”，开展多元化建设，不断提升抗风险能力，

有效弥补短板。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虽然多数体育

产业类别增加值出现下降，但以非接触性聚

集性、管理活动为主的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仍

在近两年保持增长。其中，增速最高的是体

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增长 18.9%，其次是体育

教育与培训（线上），增长了 5.7%。

以健身产业为例，虽然疫情对线下健身

的冲击较大，但以线上健身为代表的多元健

身场景快速发展。根据相关统计报告，2021
年我国在线健身人群渗透率达到 45.5%，预

计到 2026年将达到 57.4%。

“近两年来体育产业总体减值的风险是

客观存在的，但挑战也给体育线上和居家健

身消费提出了新命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

显鹏认为，“疫情为国内体育产业的转型发展

带来了契机，势必将加快体育产业和体育消

费的线上线下融合。”

“未来要加强技术革新，培育线上线下

体育健身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此外

要继续推动业态融合，开发线上体育健身与

线下文化、旅游、零售等元素相融合的立体

消费场景，不断加快数字体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体

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冯珺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

体育产业的“困”与“变”

高考语文作文命题不乏体育元素

体育正“叩响”高考大门？

受到疫情影响，全国体育产业总产出自 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

本报记者 刘兵

今年高考的语文作文命题不乏体育元

素，如双奥之城的历史意蕴，围棋术语“本手、

妙手、俗手”的启示等。这反映出体育教育愈

发受到重视，体育成绩将在升学过程中展现

出更重要的价值。推动体育纳入高考的声

音，因此再度引发热议。

2021 年 10 月，教育部《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其中

提到“启动在高校招生中使用体育素养评价

结果的研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司长王登峰当时透露，关于体育纳入高考

的研究已经启动。

今年的两会中，有人大代表建言在一些

地区试点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中增加体

育内容，并将该成绩作为高校录取参考依据。

实际上，从目前的高考实践来看，我国

36 所“强基计划（也称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

点）”试点的一流高校，已连续 3 年将体育纳

入高考考察范围。

如北京大学规定，对入围“强基计划”的

考生组织体育测试，测试优秀者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取。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高

校甚至规定，体育测试不合格者将不予录取。

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表示，该校“强基计

划”将体育测试成绩作为综合成绩同分排序

的依据，体育测试无故缺席的考生将被取消

录取资格。

在支持体育纳入高考的专家看来，学校

体 育 课 堂 是 学 生 进 行 体 育 锻 炼 的 重 要 保

障。“将体育纳入高考，正是逐渐改变以往

‘重读书、轻运动’的固有观念，将体育运动

与文化学习平等看待，努力实现健康与减负

的双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振明认为，用应试

的办法来解决应试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能起

到倒逼效果。“高考是一根指挥棒，将体育纳

入高考，能对体育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只

有体育进了高考，广大家长和学校才能真正

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和身体素质。”

然而，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弊端，一些业

内人士也表达了担忧。

全国人大代表双少敏认为，单纯的成绩

考评结果会进一步扼杀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

兴趣，最终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失去参加体育

运动的乐趣。虽然体育高考可能在短时期内

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但无法保证构建起学

生长远的运动兴趣。

不少业内人士还认为，我国各地的体育

设施条件不一，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体育教

师缺编问题严重，进行统一考试难以确保公

平性。

除了专家、学者外，学生家长对此也观

点不一。北京市西城区市民宋女士对记者表

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生来不同，有的人擅长

体育，可以跑马拉松；有的人天生体质弱，即

使经过专业的训练，提升也不大。“并不是所

有的学校都能配备完善的体育设施。这种情

况下，把体育纳入高考，就显得不公平。”

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赵先生则认为，体

育既然能入中考，也能进入高考，现在学生体

质下降，纳入高考正当其时。“我们的教育理

念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很多学生三大球一

样都不会，没有考试的压力很多人根本不会

锻炼。我倾向于设置成合格性考试，作为录

取的一个重要参考。”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看来，目前

教育部还没有完全将体育纳入高考，但事实

上已在有序推进，今年高考的命题也可以看

成一种迹象。体育高考设置会直接影响到

初、高中体育课的整个课程体系，牵涉面广，

必须积极稳妥进行。“不能光听赞成的，反对

的声音一定要多听。一旦全面铺开，如何科

学设置考试科目，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借鉴中

考体育的经验，还须有关部门慎重研究。”

本报记者 朱亚男

在以一记“神龙摆尾”的鞭拳击倒对手后，兴奋的张伟丽

在八角笼中尽情奔跑着，混杂在现场观众惊呼声和喝彩声中

的，是张伟丽的尖叫和怒吼……

这 是 在 北 京 时 间 6 月 12 日 举 行 的 终 极 格 斗 冠 军 赛

（UFC）比赛中发生的一幕。中国名将张伟丽迎战波兰老将

乔安娜，最终张伟丽成功 KO（击倒）对手，赢得向现任金腰带

拥有者发出挑战的资格。值得一提的是，这是 UFC历史上第

10次有选手运用鞭拳这一技术动作击倒对手，也是女拳手首

次凭借这一技术动作 KO对手获胜。

“我要告诉大家，我回来了。”赛后的采访中，张伟丽始终

在强调这句话。

作为中国第一位 UFC 世界冠军，张伟丽的成功之路可谓

艰辛。出生于河北邯郸煤矿工人家庭的她，家境并不富裕，进

入武校练习散打成为减轻生活压力的一部分。因伤退役后，

北漂的她当过幼儿园老师、旅馆前台、健身房销售……

2013 年，张伟丽正式转向综合格斗训练。她在八角笼中

的努力，被更多人所熟知。2019 年在深圳，面对巴西名将安

德拉德，张伟丽仅用 42秒就将对手击倒赢下金腰带。成为中

国乃至亚洲第一位 UFC世界冠军的张伟丽，在聚光灯下将金

腰带高高举过头顶。

2020年 3月，面对波兰选手乔安娜发起的挑战，张伟丽鏖

战 5 个回合，最终点数获胜成功卫冕金腰带。这场比赛被

UFC官方评选为 2020年度最佳比赛。

站在“顶峰”，张伟丽享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仰慕和尊敬，

但也要面对接踵而至的新挑战。

78 秒，这是张伟丽在 2021 年 4月第一次面对美国猛将罗

斯·娜玛尤纳斯的比赛时间。一次仓促的接招，张伟丽重重倒

在地上……而在 2021 年 11 月进行的二番战中再度不敌对手

后，张伟丽更是一度陷入谷底。

然而，正是这样的失利，让张伟丽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

“沉住气”。“以前我想赢怕输，现在我觉得综合格斗是一辈子

的事”。剪短头发的张伟丽，以一名挑战者的姿态，重新向着

“山顶”出发。

为了备战此次与乔安娜的比赛，张伟丽很早就前往泰国

进行训练，在练习拳法外不断提升自身的腿法。从技战术上

提高自己的同时，她也在心理上实现了蜕变，最终见证了最好

的结果。

今年 10月 20日，张伟丽将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与现在的

UFC 草量级冠军——美国选手卡拉·埃斯帕扎展开较量，届

时她将再次向金腰带发起冲击。

一颗想赢同时为之努力的心，可以带着张伟丽越过万重

关隘。“只有极致拼搏，才配得上极致的风景”，张伟丽曾在社

交媒体上如此勉励自己。

张伟丽如是说，张伟丽如是做。

再获金腰带挑战权

张伟丽：极致拼搏迎蜕变

“公益足球·红色研学”2022乡村振兴公益活动收官
本报讯 日前，中国体育彩票微光行动——“公益足

球·红色研学”2022 乡村振兴公益活动第三站在重庆大

足举行。本次活动由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重

庆市九龙坡区足球协会主办。

此次系列公益活动分别在江津、铜梁和大足进行，意

在通过公益足球培训带动重庆乡村校园足球发展，通过

校园足球团队的红色研学，让川渝基层足球教练和青少

年运动员体验红色文化、接受革命教育、磨砺坚强心志。

据悉，重庆体彩近年来持续支持青少年体育人才

培养的“新长城计划”，开展发放“菜单式”运动补贴的

“健康欢乐送”等公益体育活动，惠及基层百姓超百万

人次。 （刘兵）

工间操“动”起来 精气神“燃”起来
本报讯 近日，国网南通供电公司工会 2022 年职工

体育运动会——“律动她风采”工间操云比赛圆满落幕，

展播的 11个工间操作品或律动舒展或激情澎湃，展现出

一线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吸引了近千名职工踊跃参

加。经过激烈角逐，国网如东县供电公司代表队凭借出

色发挥荣获工间操比赛一等奖。

职工工间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育总局重点

推广的职工大众体育健身项目。该公司工会充分认识到

关心关爱举措对缓解职工焦虑心理、促进职工身心健康

的有力作用，把适当开展文体活动作为组织职工抗击疫

情，保供稳产的有效方式。 （黄鑫晨）

整 合

6月12日，张伟丽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UFC供图）

获 奖
6月 12日，颁奖嘉宾宣布新华社出品的《北京男孩马布

里》获得视频人物传记类第三名。当日，国际体育记者协会
2021年度媒体奖颁奖典礼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里发体育
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中超激战
6月13日，在广东梅州举行的2022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三轮比赛中，北京国安

队以1比0战胜天津津门虎队，梅州客家队以2比1战胜深圳队。
上图：北京国安队球员梅米舍维奇（前）在比赛中争顶头球。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下图：梅州客家队球员杨超声（右）与深圳队球员杜月徵拼抢。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