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音G

走过那一条条“钢丝”

刘颖余

“婵宝”“杏哥”“红姐”“人体挂件”……

这些外号的指向都是一个人——全红婵。

如今她又多了一个外号，叫“搞笑女”。

起因是布达佩斯世锦赛女子 10 米台

单人项目颁奖仪式后，一名粉丝向全红婵

大喊：“我是搞笑女。”大概是有点套近乎

的意思，全红婵迅即大声回应：“我也是搞

笑女。”

那一刻，现场气氛欢乐而融洽，据说此

事还上了热搜。而全红婵和粉丝互约“一定

要来”，两指直戳眼睛的手势，以及最后面向

大家频繁的敬礼举动，也的确很“搞笑”。“搞

笑女”，还真不是浪得虚名。

看起来，长大 1岁、长高 10厘米的全红婵

越来越享受这个赛场了。

这自然是喜欢她的人乐于看到的。但

实话实说，就在这场颁奖仪式的前一小时，

我们看到的全红婵，却不是这样的。她在一

场激烈的“内战”中，以 0.30 分的微弱差距输

给队友陈芋汐，在自己的奥运会夺金项目中

仅获银牌。

在中国跳水“梦之队”里，获得银牌，常

常也意味着“失败”。所以赛后有媒体写

道：全红婵“眼泛泪光”，“一个人默默待了

很久”。

我们无从想象，全红婵如何从失落走向

坦然，甚而有心情“搞笑”，但显然，她调整得

不错。首次参加世锦赛，单人项目夺银，而

且还是输给强大的队友，结果没那么糟。

对于一个只有 15岁的孩子来说，金牌是

至高的馈赠，银牌其实也是珍贵的礼物。它

们都是成长路上的印迹，一样能化为强大自

己的勇气和力量。

不妨转录一位粉丝写给全红婵的肺腑之

言——

“亲爱的宝宝，看到从跳台下来和陈指导

同框又显得细细瘦瘦的你，我也想拍拍你的

肩，但是却说不上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知

道，你内里的韧劲比我们想象中强得多。我

说永远相信你，也包括相信你哪怕失误也能

心无旁骛，相信你拿了银牌也能比我更坦然

地面对…… 比赛的种种结果你肯定都预估

过，也正如你在自己的简介中说过，可以失败

但不能放弃。恭喜你噢，收获一枚珍贵的银

牌！ 你正经历的所有滴滴点点，都将存储为

不限量供应的勇气和崭新的力量。”

多么真挚的情感！多么暖心的粉丝！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怜惜一个奥运冠军？

因为她不只是一个冠军，她也像我们自己的

孩子。她那么真实，那么孝顺，同时又那么勤

勉，那么强大，让人不得不心生怜爱。

全红婵的爆红，不只是满足了人们对

体育界“寒门出状元”的想象，也是公众内

心真实情感的一种投射，当然更是中国跳

水运动发展的一种需要——自高敏、伏明

霞、郭晶晶之后，我们很久没看到一个现

象级的跳水明星了，尽管这期间中国跳水

的强大有增无减。

正因为全红婵如此珍贵，“保护全红

婵”，已成跳水界共识。高敏说得最为恳

切：“她除了要消化荣誉以外，还有很多坎

需要面对。如果我们想在下一届奥运会

看到她，她首先要想好如何走过那一条条

钢丝。”

这些坎，包括“名利”的加持，镁光灯

的诱惑，女运动员闻之色变的长高、发育

等，犹如一条条“钢丝”，相互缠绕、浑然难

分，需要全红婵和她的团队仔细甄别，小

心分辨，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小心翼翼

地走过去。

首次参加世锦赛便独揽 2金 1银，目前

来看，全红婵走得不错。但我们也未敢

说，她已经完全走过了那些“钢丝”。

路正长，我们的“婵宝”还要继续加

油，努力发光。“水花消失术”，我们还没看

够呢。

这些坎，包括“名利”的加持，
镁光灯的诱惑，女运动员闻之色
变的长高、发育等，犹如一条条
“钢丝”，相互缠绕、浑然难分，需
要全红婵和她的团队仔细甄别，
小心分辨，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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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根据上海市体育局此前印发的《2022 年

本市体育场所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上海

的健身房等室内体育场所于 7 月 1 日重新开

门迎客。据悉，允许开放的室内体育场所需

符合疫情防控前提，且执行限流措施，如每场

活动人数不超过定额的 30%等。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整体趋稳向好，再加上工信部在 6 月底取消

通信行程卡“星号”标记，畅通人员流动，沉寂

一时的国内体育市场尤其是线下赛事出现回

暖迹象——多项全国性体育赛事宣布重启，

中超和 CBA 等职业联赛酝酿恢复主客场赛

制，马拉松和户外等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也在

有序回归……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内体育产

业，正在用实际行动尽快恢复活力。

线下赛事热度回升

7 月的新疆气候宜人，风景旖旎。今年

下半年的首场马拉松赛事——2022 新疆吉

木萨尔天山马拉松已正式启动报名，将于 7
月 17日鸣枪开跑。比赛设立全程、半程马拉

松和健康跑 3个项目，总参赛规模为 3000人。

尽管无法与前几年动辄上万人的赛事规

模相比，但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已是今年以

来国内举办的较大规模的马拉松赛事。对于

高度依赖线下人群消费的国内体育产业而

言，类似于马拉松这样规模化线下赛事的重

启可谓意义重大。

据记者了解，除了天山马拉松，国内还有

多项马拉松或户外越野赛将在 7 月登场亮

相。例如，2022 呼和浩特跑者地标嘉年华女

子半程马拉松宣布将在 7 月 10 日举办；而亚

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长距离耐力赛之一，被国

内越野跑爱好者视为经典的崇礼 168超级越

野赛，则定档 7月 22日至 24日举办。

根据最近更新的“马拉松报名平台”公

众号消息，截至目前，预定在 7月举行的马拉

松比赛为 5场，10月有 14场，11月有 19场。

除了路跑和户外等赛事活动，还有多项

国内体育大赛也在近期宣布重启。中国大学

生篮球联赛（CUBA）男子组已在 6 月底揭

幕，女子组也将在 7月打响；第 21届环青海湖

自行车赛将于 7月 10日至 17日在青海举行；

全国田径大奖赛将于 7 月 13 日至 16 日在湖

北黄石举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越来越多的省市，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基础上，逐渐推进体育赛

事和全民健身活动落地。例如海南大力发展

“体育+旅游”，计划在今年下半年举办 100余

项体育赛事活动，其中大众观赏型 33 个，大

众参与型 75 个，包括中超联赛（海口赛区）、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海南（三亚）国

际马拉松、海口马拉松赛等大赛。

整体复苏尚需时日

得益于近期逐渐好转的防疫形势，国内

各地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客观上给

体育赛事尤其是线下赛事活动的重启奠定了

基础。但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一再提醒大

家，国内疫情防控仍然面临较大风险挑战，坚

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变，是对疫情现状进

行科学研判后做出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

看，具有人群聚集性特征的体育赛事活动，其

整体复苏依然面临不确定性。

以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为例，考虑到疫

情因素，中超联赛从 2020年至今一直采取集

中赛会制比赛，大多数场次都是空场进行。

对于本就造血功能严重不足的中超球队而

言，比赛日收入的长期缺失无异于雪上加霜，

还导致部分赞助商的离去。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中国足协和中超

公司仍在积极运作联赛恢复主客场制，但能

否在下半年进行的三、四阶段比赛中如愿以

偿，还有待观察。

即便是一些已经宣布重启的赛事活动，

最终能否顺利举行，也需要视疫情防控的客

观实际而定。例如有消息称，无锡马拉松本

有望在下半年重启，但近期当地突发疫情，使

得这一赛事的举办前景再度变得不明朗。

赛事新模式待探索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近年来发展迅速

的国内体育产业遭遇严峻挑战。主要以线下

参与为主的体育赛事活动，也亟须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尽快探索和实践新的赛事

运营及消费模式。

以近两年来受到冲击较大的马拉松等路

跑赛事活动为例，在大量赛事延期甚至是取

消的大背景下，有关各方也在积极调整思路，

探索新的赛事模式。

中国田径协会在今年举行的全国路跑及

大众田径工作会议上，专门发布了《关于疫情

常态化下路跑运动开展的指导意见》，对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的路跑赛事提出了四项新要

求：项目规模上化整为零，项目设置上化长为

短，在赛事组织形式上化繁为简，在赛事举办

的模式上化实为虚。

中国田协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倡导将原有的大规模、几万人参与的大型

赛事，缩小为规模可控、本地化参赛为主的中

小型赛事，就是要在符合疫情防控政策前提

下，提高办赛成功率。“多举办小型测试赛、小

规模闭环赛等简便易行的赛事”。

毋庸讳言，疫情对包括赛事活动在内的

国内体育产业造成了较大影响，但也在实践

中促使体育产业模式不断迭代更新，优化产

业结构，淘汰落后产业运作机制。例如体育

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就一度激发了产业新

活力。

对此，有业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变化，体育产业要抓住机

遇，提升赛事活动品质，全力展示产业优势，

搭建产业交流贸易平台，增强资源调配能力，

优化产业战略布局，在后疫情时代探索体育

产业长远发展模式。”

体育产业如何恢复活力

破解健身场地不足痛点，需要在做大增量、盘活存量上持续发力

打造百姓身边的“健身乐园”

随着行程卡“摘星”，疫情防控整体向好，国内体育赛事市场逐步回暖

本报记者 刘兵

“因为这个公园，我们特地建了一个球友

群，想踢球可以随时约！”在北京市海淀区阜

石路南侧的绿地公园体育场，王光辉和几位

球友正切磋着球技……这片总占地面积达

5700 余平方米，各类健身设施齐备的社区公

园，是王光辉和周边居民们最喜欢的健身“打

卡地”。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稳，近日北京线下

健身逐渐热络起来，各类体育场馆和公园绿

地随处可见正在锻炼的市民朋友。在不断增

加的健身需求面前，如何在类似于北京这样

的大都市不断扩大体育健身场地，破解健身

场地不足的痛点，成为能否推动全民健身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上文所提到的绿地公园，正是北京推进

“公园体育化”，弥补全民健身场地不足的有

效举措之一。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回龙观—天通苑地

区，由于人口稠密，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较为

突出。为此，昌平区体育局副局长杜新朝表

示，全民健身首先要解决“有地方去”的问题，

“这几年，我们一直以人口密集地区为重点，

见缝插针地新建全民健身场地并更新健身器

材，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运动需求。”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来，昌平在回天地区

除建设体育公园外，还建有专项活动场地 57

片、健走步道 15.3公里，添置全民健身路径器

材 136套、更新路径器材 235套。这些场地设

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居民健身无处可去的

问题。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回龙观至上地

自行车专用路等场地，已成为京城全民健身

的靓丽名片。

除了昌平区，北京市其他各区也在因地

制宜，多措并举地增加全民健身场地。例如，

考虑到跑步是门槛最低、参与度较高的全民

健身项目，西城区把目光放在了西二环沿护

城河的滨水步道上，将其改造成为一段 8 公

里的塑胶健走步道。

根据《北京市 2022年群众体育重点工作

安排》，2022年，北京市将复合利用城市已有

空间资源，新建 100处足球场、篮球场等体育

健身活动场所，维护更新 1000处室外公共体

育设施，补齐场地设施短板。

在做大增量的同时，盘活存量也是解决

健身场地不足的又一重要手段。

“现在新建的小区一般都有配套的健身

设施，但是像我们这种老小区以前就没有。”

北京市龙乡小区的赵大爷对记者说。为此，

街道社区通过利用小区细碎空地，见缝插针

地设置健身设施，尤其是适合老年人运动的

器材，进一步挖掘社区“边角料”健身空间，不

断满足居民健身需求。

记者了解到，除了北京，全国多地也因地

制宜，充分利用老旧厂房、城市疏解腾退空间

等城市的“金角银边”，建设嵌入式体育设施，

不断拓展公共体育场地。

今年以来，重庆多个老旧小区都装上了

智能柔推器、漫步机等智能健身器材，可实时

呈现运动数据，方便居民直观了解实时运动

状态，准确掌握个人运动信息和训练效果。

浙江衢州新建的全民健身中心，一年以

前还是个闲置的粮仓。衢州通过改建、局部

拆除、整体运营规划，将这里打造成为总面积

超过 3万平方米的全民体育健身中心。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

共 397.14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2.41 平

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近四

成。今后一段时间，要实现体育场地总量和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进一步跃升，需要在做大

增量、盘活存量上持续发力。

为此，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王裕雄建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要

补短板，向群众身边倾斜，打造群众身边的

“健身乐园”。“要优先在人口密度大、体育设

施供需矛盾突出的位置布局，合理规划建设

公共体育场和健身中心等设施，加强乡镇街

道健身场地器材配备，构建多层级健身设施

网络，支持社会力量建设健身场所。”

本报记者 朱亚男

北京时间 7 月 4 日凌晨，2022 年国际泳联第 19 届世界游

泳锦标赛传来好消息——随着杨健拿下男子 10米台的金牌，

中国队包揽了本届世锦赛跳水项目的全部冠军。这是中国跳

水队继 2011年上海世锦赛后再次包揽全部金牌，也完成了世

锦赛 100金的伟大壮举。

从 1986 年世锦赛夺得第 1 金到本届世锦赛落幕时的第

106金，中国跳水队在 37年间国际泳联举办的 15届世锦赛上

次次见金，且每届世锦赛平均夺金数超过 7枚，强势表现不言

而喻。

在中国跳水队本届世锦赛的一众冠军中，收获男子单人、

双人 3米板以及单人 1米板 3枚金牌的王宗源引人注目。

2019 年在韩国光州，年仅 17 岁的王宗源收获男子 1米板

冠军，成为这项赛事中最年轻的世界冠军。本届比赛，王宗源

更进一步，成为首个在单届世锦赛跳水项目中获得三冠王的

运动员。

“通过队里模拟测验，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有备而来，才

有今天的好成绩。”王宗源口中轻描淡写的模拟测验，既是不

断重复同一技术动作的枯燥，更是不断坚持同一人生目标的

信念。

迄今为止，20 岁的王宗源已手握 5 枚奥运会和世锦赛金

牌。而在他的面前，站着无数为中国跳水队书写辉煌的“多

金”前辈，正是他们成就了中国体育又一支“梦之队”的辉煌。

中国跳水的成功源自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接续

努力。

1986年，年仅 16岁的高敏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五届

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为中国跳水队夺得了第一枚金牌，并与队

友合作夺得女团冠军。随后，高敏又分别在第 24、25 届奥运

会夺得三米板冠军。

在游泳世锦赛的纪录簿上，中国男子跳板选手秦凯至今

保持着一项纪录：与 4位不同搭档连续 5次称霸世锦赛双人 3
米板，个人金牌总数达到 7枚。

在 2004 年雅典和 2008 年北京两届奥运会上，连续包揽

女子 3 米板单双人项目 4 块金牌的“跳水女皇”郭晶晶，曾 6
次出战世锦赛并收获 10 枚金牌，是中国跳水队的又一位“多

金王”。如今，她以国际泳联官员的身份继续在热爱的泳池

边工作。

在退役后以教练员身份依然留在池边的，还有施廷懋和

陈若琳。作为运动员，她们二人共斩获 9 枚奥运会金牌，成

绩斐然。

老将之后，更有中国跳水的年轻力量在大浪淘沙中涌现。

拿下女子双人 10米台的金牌后，第一次在世锦赛舞台上

亮相的全红婵以 2金 1银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首次世锦赛之

旅。而与她搭档夺冠的陈芋汐，同样在布达佩斯收获了两枚

金牌。

在本届游泳世锦赛圆满收官之时，面对“教科书、完美、天

才”等一众好评，中国跳水队并没有志得意满。没有人可以永

远胜利，但是总有人在追求胜利。

来自追求完美的压力，让中国跳水队在抗压中更加强

大。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夺得 8个项目中的 7个

冠军，仅有男子双人 10米台的金牌旁落。本届世锦赛的包揽

佳绩，说明这支队伍在保持整体实力的基础上，顺利实现了新

老交替，为两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争取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介绍，经历了人员的调整，加上

疫情影响，中国跳水队在选材和练兵上都受到了一定限制和

挑战。“但本届世锦赛的成绩给了大家更多信心，只要能够克

服伤病的困扰以及成长发育难关，中国跳水队有能力延续好

成绩。”

整 合

扣篮
7月4日，中国队球员周琦（上）在比赛中扣篮。当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的2023年男

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比赛中，中国队以97比56战胜中国台北队。至此，中国队以2胜2
负的战绩顺利晋级。接下来，中国队将投入到亚洲杯的紧张备战中。 新华社发（白雪 摄）

首届中国垒球联赛揭幕
本报讯 由中国垒球协会、浙江省体育局和绍兴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年“中国海南芳园国际艺术

村”杯首届中国垒球联赛，于日前在浙江绍兴挥棒开赛。

以此为标志，中国垒球的赛事改革、人才培养和市场化改

革进入全新阶段。

联赛揭幕战中，以国家队阵容出战的浙江·绍兴古越

龙山鉴湖女侠队以 21比 15战胜劲旅辽宁蓝鲨队，赢得联

赛开门红。中国垒球协会主席杨旭表示，创办中国垒球

联赛旨在贯彻国家体育总局对项目发展和赛事改革的总

体要求，落实《体育强国纲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对集体球类项目发展的各项要求，增加更多高质量比赛，

提高垒球项目竞技能力，促进运动员水平提升，活跃体育

竞赛市场，更好地推动垒球项目发展。 （朱亚男）

时隔 11年再度包揽世锦赛金牌

跳水“梦之队”是怎样炼成的

晋级八强
7月4日，张帅（左）/梅尔滕斯在比赛中庆祝得分。当日，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 2022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第三
轮比赛中，张帅（中国）/梅尔滕斯（比利时）组合以2比 0战胜
基切洛克（乌克兰）/奥拉鲁（罗马尼亚）组合，晋级八强。张帅
就此实现四大满贯女双都至少打进八强的战绩。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世界羽联庆祝首个世界羽毛球日
据新华社北京7月 5日电 根据世界羽毛球联合会

官网消息，今年的 7月 5日被定为首个世界羽毛球日。为

此，世界羽联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3月初，世界羽联宣布：从 2022年开始，每年的 7月 5
日被定为世界羽毛球日。世界羽联在声明中表示，1934
年 7月 5日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现改名为世界羽毛球联合

会）成立，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日子，并让这一天成为全

球羽毛球迷的节日，故将每年的 7月 5日定为世界羽毛球

日。

作为世界羽毛球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羽联 2
日在马来西亚为贫困儿童举办了一场慈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