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疫情防控需要，中国女子铅球名将巩立

姣暂时还不能回到训练场，但她每天都会把房

间里的训练器材“摸个遍”。东京奥运会是她

的第四次奥运之行，32 岁的她终于收获自己

的首枚奥运金牌。多年坚持终圆梦，巩立姣

说，是祖国的培养、团队的支持，让她有勇气挑

战和超越自己。

成就梦想，背靠祖国。面对世界体坛前所

未有的变局，国家的支持让中国选手有了驰骋

赛场的底气与信心。在奥运延期与疫情防控

的双重考验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充分依靠体制

优势，建立起科学严谨的训练、保障体系，不仅

经受住考验，更以一份亮眼的奥运会成绩单开

创出发展新局面。

传统优势项目的传承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夺金大

项达到 14 个，高于里约奥运会的 10 个、伦敦奥

运会的 12 个。其中，跳水、举重、乒乓球、射

击、体操、羽毛球等传统优势项目共获得 28 枚

金牌，占金牌总数七成以上。

乒乓球赛场，中国队以 4 金 3 银的优异成

绩收官。在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看来，

为了捍卫荣誉，运动员、教练员和保障团队都

竭尽全力，“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几代人的积

累与沉淀，成熟的人才选拔培养方式，科学系

统的训练体系，让中国乒乓球始终保持强大。

射击赛场，“00 后”小将张常鸿以打破世

界纪录的方式夺金，为中国射击队的奥运之旅

画上了完美句号。在他身后，当年的射击奥运

冠军杜丽面带笑容。这是张常鸿的第一枚奥

运金牌，也是杜丽作为教练的第一枚奥运金

牌。作为雅典奥运会首金得主，杜丽在东京奥

运周期执起教鞭，在训练中向后辈倾囊相授，

“感觉像带孩子一样，看到运动员一步步成长，

很有成就感。”

田径、游泳、水上等大项均进步明显。女

子 4× 200 米自由泳接力打破世界纪录夺冠，创

造了历史。巩立姣、刘诗颖分获女子铅球、标

枪冠军，苏炳添在男子 100 米半决赛中以 9 秒

83 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赛艇、皮划艇均实

现突破。

中国体育代表团夺金项目覆盖面拓宽，竞

技体育人才厚度增加，与东京周期备战策略调

整紧密相关。

训练备战机制的创新

过去一年多，东京奥运会在变数与挑战中

前行，为运动员备战带来考验。面对不确定性

和日趋激烈的国际体育竞争，中国选手积极应

对、迎难而上，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确

保训练备战的科学性、系统性。东京奥运会期

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评价说，中国队在

许多非传统优势项目上的表现同样精彩，“显

而易见，中国奥委会在运动员备战方面的工作

很出色”。

奥运延期举行，让年轻的中国女子橄榄球

队有了弥补短板、提升水平的机会。全队认识

高度统一，训练也十分投入。前期国内外赛事

“停摆”，队伍就组织对抗赛、队内赛来检验训

练成果，随着国内赛事陆续恢复，队员们得到

更多的实战机会。东京奥运会，首次参赛的中

国队以第七名完成了精彩亮相。奥运会后，队

员王婉钰当选世界橄榄球联合会评出的“突破

球星”之一，成为唯一入选的亚洲球员。

中国射击队此次以 11 枚奖牌创造了参加

奥运会以来的奖牌数新纪录。在奥运参赛名

单确定后，队伍为每一位运动员建立了复合型

保障团队，在体能强化、技术分析、伤病康复和

心理辅导等方面形成一对一的服务支持。

“我们有祖国作为强大后盾，可以在基地

正常训练、提升状态，还举办了几次奥运模拟

赛。”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说。

在历时 5 年、极不平凡的东京奥运周期

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训练备战一直在动态调

整。探索国家队组建和管理新模式，借鉴国外

先进训练理念和经验，强化竞争意识，恶补基

础体能短板，实施科技助力……各个环节不断

优化，才能于危机中找到机遇，开拓新局。

东京奥运会期间，面对防控疫情的复杂形

势，中国体育代表团提前谋划、精心准备，在防

疫工作上同样交出优异答卷。为了确保 777
人的奥运阵容“零感染”，中国体育代表团建立

赛时指挥体系和前后方联络机制，强化参赛保

障，为代表团防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巴黎奥运周期的目标

东京奥运会上，田径项目多点开花，“百米

飞人”苏炳添跑出了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

女子铅球、标枪选手接连实现田赛项目奥运金

牌的突破。暨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彭国雄认

为，中国选手能在国际田径赛事取得突破，是

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竞技体育实力的增

强，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跃升的体现。”

在“巴黎八分钟”《马赛曲》的旋律中，夏季

奥运会的“接力棒”从东京交到了巴黎手中。

由于东京奥运会延期，巴黎奥运周期缩短为 3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人才选拔和备战任务十分

紧迫，需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精心准备。据

悉，第十四届全运会后，新周期的选拔组队工

作即将开启，2022 年的杭州亚运会将成为第

一次检验考核。

疫情防控仍然存在压力，训练备战依然面

临挑战。项目结构不均衡、直接交手对抗类项

目还存在差距、“三大球”整体水平较低等问

题，依然是中国竞技体育亟待跨越的难关。中

国体育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此前表示，将继续坚

持东京奥运周期内一些积极有效的做法和改

革措施，同时还要有一些新的手段和方法，结

合在东京奥运会上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

行研究解决。

未来 3 年的备战，有挑战，也有机遇。一

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因疫情防控需要处于隔离

状态的中国选手花式锻炼的视频，引起了网友

关注；世界冠军组成的教练团将运动融入居家

健身场景，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奥运赛场内

外，竞技体育不断扩大覆盖面，也为中国体育

的未来打开了更广阔空间。

立足“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

争光能力”目标，重新梳理奥运与中国的关系，

将体育发展定位于更广阔的坐标系，体育在经

济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将被不断挖掘，为加快体

育强国建设增添新动能。

中国选手信心满底气足
—回眸东京奥运系列之四

本报记者 季 芳

核心阅读

在奥运延期与疫情防
控的双重考验下，中国体育
代表团充分依靠体制优势，
建立起科学严谨的训练、保
障体系，不仅经受住考验，
更以一份亮眼的奥运会成
绩单开创出发展新局面。

统筹全民健
身、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体育文化
等协调发展，将体
育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格局之
中，中国体育也将
在新时代焕发更
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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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8月 18日电 （记者张腾扬）记者从河北

省体育局获悉：今年以来，河北制定了《河北省第三届冰

雪运动会总体方案》《河北省社区和乡村冰雪运动推广普

及方案》，启动了“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喜迎冬奥系列活

动，已组织开展系列冰雪活动 150 项（次）。目前，全省参

与冰雪运动群众超过 2400 万人。

近年来，河北已成功举办两届省级冰雪运动会。其

中，2019 年的首届冰雪运动会，参照全国冬运会项目总

规程，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社会组和优秀运动员组 4
个组别，举办冰壶、轮滑、滑轮、越野滑雪、速度滑冰和冰

球 6 个大项、101 个小项的省级竞技比赛，74 支队伍、1600
多名运动员参赛。2020 年第二届冰雪运动会增设了雪

地足球 1 个大项，高山滑雪、单板滑雪等 2 个分项、22 个

小项，参赛总人数增长 37.38%。今年将举办的第三届省

冰雪运动会，创新打造社区冰雪运动会和乡村冰雪运动

体验活动，切实把冰雪运动送到群众身边。

同时，河北注重推广冰雪运动不断向城乡基层延伸，

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持续开展“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系

列活动，搭建冰雪旅游季、冰雪文化节等平台，做好冰雪

项目推广普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全省县级以上地

区冰雪运动会、室内滑冰

馆、冰雪运动协会、冰雪联

赛和冰雪运动进校园。

河北喜迎冬奥系列活动—

将冰雪运动送到群众身边

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

选手赢得各方赞誉的，不仅

是 他 们 奋 斗 拼 搏 取 得 的 佳

绩，还有他们表现出的自信

乐观的气质、面对胜负的从

容。游泳选手汪顺夺冠后与

对手握手致敬，体操选手肖

若腾为同场竞技的对手送上

掌声……自信开放，是当代

中国体育健儿鲜明的特点，

也是铸就中国体育奥运辉煌

的重要基础。

坚持“开门办体育”，充

分调动起各方力量参与的积

极性，东京奥运会上，这样的

趋势已在显现。夺得本届奥

运 首 金 的 杨 倩 来 自 清 华 大

学，三人篮球、滑板、帆船帆

板等项目增添了由社会俱乐

部 、学 校 等 培 养 的 运 动 员 。

一方面，以三级训练网为主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不断

整合新的资源，创造新的活力；一方面，鼓励调动校园、

社会等多方力量助力体育发展，正是体育界这些年来

不断深化改革、破除藩篱的积极反馈。

各级体育部门努力探索由政府主导，社会、市场等

共同参与的合作模式，共同培养、选拔优秀运动人才，将

运动项目发展的根基扎向更广阔的社会土壤之中，汲取

更为充沛的养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项目发展格局正

在形成。这正是体制优势展现出的创新与活力。

正是在自信开放的思路推动下，建立健全国家队

竞争、激励机制等举措，为创造奥运佳绩注入了新动

能。来自英国的雷德格雷夫曾是奥运史上最成功的赛

艇运动员之一，如今作为中国赛艇队的高水平运动表

现总监，帮助队伍在奥运会上实现了多个项目的突

破。在各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进程中，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尊重专业规律、广纳各方贤才、鼓励大胆

创新，无疑是改革生根开花的最好注脚。

从东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放眼更长远的未来，

以深化改革为体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已成为中国体育

界的共识。站在新起点上，以系统谋划的眼光，从深层

次建构起新的发展坐标，统筹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

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协调发展，将体育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格局之中，中国体育也将在新时代焕发更为夺

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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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8日电 针对近期发生的杨倩、陈

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中国奥

委会 18 日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社会各界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应当保持理性，切实尊

重运动员合法权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如未获得运动员本人或未成年运

动员监护人授权，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或

其他侵犯运动员姓名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上述行为

的，应及时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

运动员及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有依法追究相关侵权

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就奥运选手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

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

■走向冬奥R

8 月 18 日 ，四 川 省 广

安市前锋区观塘镇三台村

的留守儿童在志愿者的陪

伴下开展趣味运动。

当日，江苏师范大学

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逐梦

计划”大学生社会实践志

愿者和广安市前锋区志愿

者在观塘镇三台村陪伴留

守儿童，一同开展抓泡泡、

拔河、跳绳等趣味运动，丰

富暑假生活，让孩子们拥

有一个多彩的假期。

张启富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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