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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为晋级全运会田径项
目决赛阶段的比赛，江帆、
郑幸娟、董斌等老将在资格
赛上拼尽全力，受伤病困
扰，他们没能实现心愿。但
这些老将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们把丰富的比赛经验传
授给年轻选手，帮助年轻选
手成长，为中国田径的未来
积蓄力量。

■体坛观澜R

本版责编：塔怀旸 唐天奕 杨笑雨

7 月 7 日，中国田径协会对入围第十四

届全运会马拉松项目决赛阶段的运动员名

单进行公示，全运会田径项目的全部参赛名

单 由 此 产 生 。 7 月 9 日 上 午 ，“ 韵 味 杭 州 ”

2021 年田径邀请赛在浙江杭州拉开帷幕，葛

曼棋、吴智强等国家队选手参赛，为即将到

来的东京奥运会热身。

7 月 30 日，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比赛将

打响。9 月中下旬，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比

赛将在陕西西安展开。两场大赛之后，中国

田径也将开启新一轮的人员交替。

老将成为年轻选手
超越目标

6 月底，在重庆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的

全运会资格赛男子 110 米栏预赛中，31 岁的

跨栏选手江帆在起跑后感觉不适，随即退出

比赛，从而无缘全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

“自从 2017 年第十三届全运会之后，我

一直在坚持，但伤病太多了，这次比赛开始

前一个月我还在同伤病作斗争，穿上钉鞋勉

强能跑，但是来到重庆之后跟腱又不行了，

前一天晚上还在吃止痛药。”赛后，曾获得过

两届全运会亚军的江帆有些沮丧。

女子跳高名将郑幸娟也没能晋级全运

会决赛阶段。今年 32 岁的她曾经在亚运会

中获得过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2017 年，

郑幸娟在夺得第十三届全运会亚军后选择

了退役。2019 年，郑幸娟决定重回赛场，产

假刚一结束，她就开始了恢复训练。“我自

己也想拼一把，但毕竟太久没练，再加上年

龄有些大了，状态欠佳，没能晋级到全运会

决赛阶段。”郑幸娟说。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季军

董斌是本次全运会资格赛赛场上的另一位

名将。2018 年，董斌脚踝伤病复发，从国家

队调整回省队治疗。直到去年他才恢复系

统 训 练 ，此 次 参 加 全 运 资 格 赛 ，成 绩 并 不

理想。

虽然未能跻身全运会决赛圈，江帆、郑

幸娟、董斌在各自项目上都创造过优异的成

绩。2011 年田径世锦赛，江帆跑出个人最好

成绩并闯入半决赛。郑幸娟在 2014 年全国

田径锦标赛上跳出 1 米 96，距离 1 米 97 的全

国 纪 录 只 有 1 厘 米 的 差 距 。 董 斌 曾 获 得

2016 年 室 内 田 径 世 锦 赛 男 子 三 级 跳 远 冠

军。而对年轻选手来说，这些成绩也为他们

树立了追赶的目标。

年轻选手需要更多
大赛磨砺

此 次 在 全 运 会 资 格 赛 的 赛 场 上 ，与 江

帆、郑幸娟、董斌同场竞技的很多都是“00
后”选手。

在江帆看来，后备人才短缺等原因导致

男子 110 米栏水平近年来有所下滑，和老将

相比，年轻选手在赛场上的斗志也有所欠

缺。经验丰富的老将应该帮助年轻选手成

长，增强他们的信心。江帆曾与跨栏名将刘

翔一起参加 2011 年田径世锦赛，在刘翔身

上，他学到了很多。

郑幸娟认为，以她所在的福建队为例，

女子跳高人才储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

“ 跳 高 项 目 既 看 重 选 手 的 努 力 ，也 看 重 天

赋。而对有天赋的运动员来说，需要大赛和

时间来磨砺、沉淀。”

董斌看好国内男子三级跳远的发展前

景：“李延熙将中国男子三级跳远的成绩提

升到 17 米 50 以上的水平，我和曹硕能够保

持在 17 米 30，现在则是朱亚明、吴瑞庭和方

耀庆等年轻运动员挑大梁，我们在跳跃项目

上还是很有希望的。”

老将助力年轻选手
快速成长

自 己 的 全 运 会 资 格 赛 结 束 后 ，郑 幸 娟

带着福建队的年轻队员做着热身活动，帮

助她们准备接下来的附加赛。2017 年退役

之后，郑幸娟并没有离开跳高项目，每逢比

赛她都会和队伍一起出征，为年轻选手提

供指导。

最近两年，江帆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训

练习惯。以往每次奔跑之后，他会第一时间

找到教练了解自己的情况，现在他会先观察

一同起跑训练的年轻队友，询问他们的感

觉，其中的原因，便是肩上多了一份责任。

“我跑完之后会问他们，你们感觉怎么

样？起跑是领先、落后，还是和我持平？遇

到不同的情况要怎样应对？我会把自己的

经验都传授给他们。”对这些年轻选手，江帆

总是倾囊相授，有时候也不免着急，“有的年

轻人接触跨栏时间不长，技术动作需要纠

正。”对跨栏有着深厚感情的江帆，接下来打

算转型当教练。

年 轻 的 中 国 田 径 选 手 也 在 不 断 成 长 。

21 岁的广东小将陈冠峰在全运会资格赛男

子百米决赛中以 10 秒 06 的成绩夺得冠军，

成为继苏炳添和谢震业之后，中国现役田径

运动员中第三位闯入 10 秒 10 大关的选手。

“刚回到广东队里的时候，年轻选手都跑不

过我，我就把自己的经验教给他们，他们的

领悟能力都很快。”对陈冠峰的突破，名将莫

有雪也感到欣慰。正是这样的传承，让中国

田径的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中国田径 积势蓄力
本报记者 刘硕阳

■走向冬奥R

本报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贺勇）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延庆赛区外围

综合管廊工程日前通过消防验收。此次验

收是综合管廊建设工作的最后一环，验收完

毕后整个建设工程正式结束。

据介绍，延庆赛区外围综合管廊工程

是延庆赛区的重要市政基础设施。由于管

廊位于松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 区 外 围 区 ，在 建 设 过 程

中 生 态 环 保 要 求 高 、高 差

大、坡度大、安全等级高、电力保障系数高、

工期紧迫及施工组织难度大。管廊起点位

于佛峪口水库南侧，终点位于奥运村北侧

新 建 海 拔 1050 米 塘 坝 附 近 ，全 线 长 约 7.9
公里，入廊管线包括造雪给水、生活给水、

再生水、电力、电信及有线电视等，为赛场

造雪用水需求、赛区生活用水循环、电力保

障、通信和赛事直播等提供市政管线能源

输送支持，消防系统是保障管廊安全运行

的基础和前提。

冬奥会延庆赛区外围综合管廊工程完成验收
本报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季芳）由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冰

雪项目科技助力成果展日前在北京石景山

区首钢园开幕。有减阻、防寒、保暖等功能

的新材料运动员服装，零污染、低噪声的国

产双人雪车，国内首款量产型电动雪地摩托

车……一系列高科技含量产品亮相，展示了

最新的冬奥备战及冰雪运动普及技术成果，

吸引了众多关注。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洪平表示，当下中国冰雪健儿进入全力备战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冲刺阶段，在北京冬奥

备战周期内，借助科技力量，实现了冰雪项目

国家队的科学化训练，为中国冰雪运动跨越

式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次成果展是北京冬奥

周期内，冰雪项目国家队以科技促备战的技

术成果的全方位展示。”据介绍，本次成果展

是中国冰雪运动产业博览会的

一部分，该博览会于 7月 8日至

10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冰雪项目科技助力成果展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刘诗雯/许昕输了比赛、马龙在比赛中

被出示黄牌，在中国乒乓球队刚刚结束的

奥运热身赛上，给奥运选手“找麻烦”成了

关键词。

怎么“找麻烦”？刘诗雯/许昕不仅要

和混双选手过招，还要迎战男双组合。在

与男双组合的对决中，刘诗雯/许昕在领先

的情况下被对手反败为胜。马龙在比赛中

用手擦了擦球台，而这一乒乓球运动员习

惯性的动作，并不符合东京奥运会的防疫

要求，因此吃到了黄牌。

模拟奥运环境、设置非常规对抗，国乒

想方设法给选手制造困难，目的是帮助运

动员在备战冲刺阶段查漏补缺，处理好每

一个环节。输球让刘诗雯/许昕看到了两

人在接发球和稳定性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黄牌也给马龙提了个醒：要提前适应奥运

会的规则和节奏，到了奥运赛场才能更加

从容。

和中国乒乓球队一样，故意“找麻烦”

成为中国体育多支国家队在奥运备战冲刺

阶段的训练“科目”。为了提升对抗强度，

中国女篮选择和男篮球队打热身赛，在训

练中提升球员的各项能力。同样在陪练环

节加大难度的还有中国跆拳道队和中国空

手道队，女选手和男陪练一起比拼，男选手则要挑战大级别的

选手，当选手在更高质量的训练中找到节奏，取得进步也就水

到渠成。

进步同样离不开对细节的把控。在前两次的奥运会选拔

赛上，中国体操男队队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在日前举行的最

后一次选拔赛上，队员们发挥出色，“零失误”的表现也给全队

带来了信心。大家的状态为什么越来越好？秘诀就在于不放

过每一个细节，发现问题后及时调整、解决，把所有环节处理

得细致再细致。

无论是提升训练难度，还是放大备战细节，把困难想在前

头，做好相关准备，体现的是中国体育健儿精益求精的态度和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决心。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中国体

育健儿正在加紧备战，祝愿每一名运动员都能在奥运舞台上

展现最好的自己，取得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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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提升训练难度，
还是放大备战细节，把困难
想在前头，做好相关准备，体
现的是中国体育健儿精益求
精的态度和“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