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 日，中国举重队结束了在东京奥

运会的所有比赛。汪周雨以抓举 120 公斤，

挺举 150 公斤，总成绩 270 公斤获得女子举

重 87 公斤级冠军；随后，李雯雯以抓举 140
公斤，挺举 180 公斤，总成绩 320 公斤获得女

子举重 87 公斤以上级冠军。

斩获 7 金 1 银，这是中国举重队奥运会

参赛历史的最佳战绩。

2018 年国际举联更改级别，国家队队员

被迫调整级别；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

封闭集训；东京奥运会延期，缺少国际比赛，

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举重队的奥运备战困难

重重。

“面对挑战，中国举重队提前谋划，积极

应对。”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主任、中

国举重协会主席周进强表示：“通过趣味体

能运动会、队内测试和比赛、各地转训等多

种方式来激发队员状态。这张漂亮的成绩

单是对 5 年备战的最好回报，更体现了整个

团队的力量。”

侯志慧 6 次试举全部成功，拿下“稳定的

金牌”；李发彬用“金鸡独立”的动作点燃激

情；谌利军加重 12 公斤实现反超；石智勇在

赛场展现实力；廖秋云突破训练成绩；37 岁

的吕小军用坚持铸就传奇；汪周雨跨过提升

级别的挑战；“00 后”选手李雯雯自信满满，

实力超群。

赛场上绽放的是运动员，托举起他们的

是整个团队。东京奥运周期，中国举重队构

建了立体的科研保障体系，从体能、康复、营

养补充、技术分析、心理训练、信息保障等多

个层面强化训练。

吕小军能长久地保持好状态，与科研团

队全方位的支持密不可分。“我们在恢复、监

测方面与教练员密切配合，确保吕小军练得

动、恢复得了。”中国举重队科医团队负责人

李清正说。

2018 年国际举联调整参赛级别，2019 年

2 月，汪周雨开始从 76 公斤升级到 87 公斤，

每天 5 顿饭的营养补充，再加上扎实的训练

计划，“不是吃上去，而是练上去了。”汪周雨

感慨，坚持体能训练，让她的腿部力量和心

肺功能有了明显提升，“只有练扎实，练稳

定，才能在赛场上展现自己的实力。”

谌利军在 2020 年 10 月肌腱断裂，手术

之后医疗、康复和训练三管齐下，他的恢复

速度远超预期，谌利军在 2021 年 4 月的亚锦

赛上夺得冠军，在东京奥运会上更有充足的

底气。

以稳为主，以我为主，这是中国举重队

在这个周期确立的比赛原则。“思维方式的

改变让我们更加看重比赛的成功率。”周进

强说，“训练紧扣严精细实，预案做足做细，

通过平衡好训练和比赛、开把和加重、抓举

和挺举的关系，我们在比赛中能够更加冷静

和自如。”

汪周雨、李雯雯分别夺得女子87公斤级、87公斤以上级金牌

延续好势头 举重添两冠
本报记者 李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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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孙龙飞整理，以实际时间为准）

（（截至前十五名截至前十五名））

在东京奥运会的颁

奖仪式上，由选手自行

佩戴奖牌。在不少团体

项目中，队友间相互挂

上奖牌的场景在本届奥

运会并不罕见。但在个

人项目中，亚军选手为

冠军选手挂金牌的情景

却不多。在 8 月 2 日下

午进行的体操男子吊环

项目的颁奖仪式上，获

得亚军的中国选手尤浩

给自己佩戴银牌之后，

又郑重地将金牌挂在获

得冠军的队友刘洋的脖

子上。几分钟前，两名

中国选手在男子吊环决

赛 中 包 揽 了 冠 、亚 军 。

男子吊环金牌也是中国

体操队在本届奥运会上

收获的首枚金牌。

“这个主意是等候颁

奖的时候，我想出来的。”

尤浩说，“虽然这次没有

拿到金牌，但我还是想摸

一下。”决赛中，尤浩的整

套动作难度是所有参赛

选手中最高的，也完成得

很好，稳稳落地，获得了

15.300 的高分。紧接着

出 场 的 刘 洋 表 现 更 出

色。最终，刘洋以 15.500
的分数夺得冠军。

26 岁 的 刘 洋 和 29
岁的尤浩并非第一次携

手征战奥运会。在 5 年

前的里约奥运会上，两

人便一起向金牌发起冲

击，但那时两人尚显稚

嫩 ，未 能 登 上 领 奖 台 。

刘洋说：“回国下飞机的

时候，特别害怕别人看

见我。”

5 年 之 后 ，两 人 再

次 携 手 出 征 奥 运 会 。

在刘洋看来，时间的磨

砺 已 经 让 自 己 和 尤 浩

更加成熟。“这 5 年主要

是心态上的变化，以前

会 着 急 ，会 畏 惧 对 手 ，

现在是专注于自己的动作、呼吸、力量和角度的控

制。”两人的变化显而易见，决赛中，两人放手一搏，

稳定发挥，都获得了高分。

8月 3日，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将迎来最后一个比

赛日，尤浩还将出战男子双杠项目的决赛，刘洋本届奥

运会的比赛任务则已全部完成。刘洋说：“这届奥运会

我只有吊环一项个人赛事，感谢团队对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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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年前的里约奥运会场地自

行车赛场，两名中国姑娘头戴“花木

兰”与“穆桂英”图案的头盔，骑出令

人惊喜的佳绩。如今，这一幕在东

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场上演，只

不过头盔图案变成了“火凤凰”。

8 月 2 日，钟天使和鲍珊菊勇夺

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

速赛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历史上获

得的第二枚自行车奥运金牌。冲过

终点，两人身披国旗绕场骑行一圈，

欢呼着庆祝胜利。

“我们很久没有参加国际比赛

了，能站上奥运会冠军领奖台，真是

不容易。”已过而立之年的钟天使说。

为中国自行车项目夺得奥运首

枚金牌后，钟天使的搭档宫金杰淡

出了赛场。乐观的钟天使一度陷入

低迷，面对年龄增长带来的挑战，钟

天 使 不 断 打 磨 细 节 ，弥 补 体 能 不

足。随着伤情逐渐好转，她开始全

力备战东京奥运会。与第一次参加

奥运会的鲍珊菊搭档，曾经的“花木

兰”钟天使坚定地站上东京奥运会

的赛道。

伊豆自行车竞赛馆见证着这对

中国组合的出色表现：她们在预赛

骑出 32 秒 135 的成绩，顺利晋级第

一轮。随后，两人更是以 31 秒 804
的成绩，刷新了中国队自己保持的

该项目世界纪录。

“刚开始比赛我还有点紧张，她

在身边不断给我减压。”鲍珊菊说，

两人都没想到能打破世界纪录。“决

赛中，我俩什么都不想了，就是奔着

金牌去。”钟天使鼓励搭档：“往前骑

就是了”。

31 秒 895！两个姑娘如同闪电

般掠过终点，夺得冠军。彼此挂上

金牌的时候，鲍珊菊还感觉像在做

梦一样。而此时的钟天使，双眼已

噙满泪水。

两届奥运会，不同的搭档，同样

的发挥，中国自行车项目的辉煌在

传承中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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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8月 2日，李雯雯在女子举重 87公斤以上级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图②：8月 2日，刘洋在男子体操吊环决赛后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③：8 月 2 日，汪周雨在女子举重 87 公斤级比赛后庆

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图④：8 月 2 日，钟天使和鲍珊菊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

体竞速赛中。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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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8 月 2 日，中国选手李冬崟（左）、周玉

在女子 500 米双人皮艇四分之一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