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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健儿
用他们的号召力，将
大众的奥运热情转
化 为 全 民 健 身 的
内在动力。运动员
成为全民健身“推广
大使”，体育文化也
将得以更广泛、更深
刻地进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

■体坛观澜R

近来，众多从东京奥运会

载誉而归的中国体育健儿，在

网络上成为指导大众运动健身

的“明星教练”。中国体育健儿

用他们的号召力、专业的指导

和示范，吸引了众多网友，纷纷

交出自己的“健身小作业”，将

大众的奥运热情转化为投身全

民健身的内在动力。

就在奥运会期间，国务院

印 发《全 民 健 身 计 划（2021—

2025 年）》，就今后一个时期促

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

需求作出部署。奥运选手刚走

下赛场，旋即又登上推广健身

的舞台。“榜样就在身边”，运动

员成为全民健身“推广大使”，

体育文化也将得以更广泛、更

深 刻 地 进 入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中，这种“奥运财富”，值得珍视

和发扬。

纵观近几届奥运会，越来越多贴近年轻人的运动

得以入围设项。小轮车、滑板、冲浪、攀岩……奥运设

项年轻化、生活化的思路，对于做好奥运新项目发展、

吸引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无疑也是积极的引导。促

进国民体质尤其是青少年体质提升，也需要让全民健

身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奥运选手登上新媒体平

台，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体育文化、推动全民

健身，也是补齐青少年体育短板的有益补充。

珍视大众的奥运热情，将之转化为全民健身的内

在动力，也将为提升办赛效果、辐射办赛影响提供有益

借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9 月将在陕西举行，在全

运赛场，人们不仅将看到奥运选手继续拼搏的身影，还

能看到健身设施已在三秦大地遍地开花。截至今年 3
月，仅西安市就建成全民健身工程 4280 个、社区全民

健身路径 2200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 平方米，已实

现全市健身设施全覆盖，举办年均全民健身活动超

600 个，参与人数达全市总人数 50%。一场大赛对一座

城市的改变，不仅在于基础设施的更新升级，更让体育

的因子跃动不息，带动更多人投入健身运动的行列。

还有不到半年时间，冬奥会圣火又将在北京燃

起。当“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逐步成为现

实，更多人去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奥运财富”也将真

正走进千家万户，为人们送来更多健康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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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夏季奥运会闭幕以来，中国体

育健儿的一举一动仍牵动着众人的心。因疫

情防控需要处于隔离状态，不少运动员通过社

交媒体平台与大家分享回国后的日常生活、奥

运期间的见闻感悟、个人的兴趣爱好乃至未来

规划等话题，吸引着人们的持续关注。

回望本届奥运会，中国选手用高超的技

艺、顽强的意志、阳光的形象和开朗的性格，向

全世界展现着新一代中国体育健儿的健康形

象。观众对于奥运会以及中国选手的关注点，

也在发生变化：金牌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赛场表现也不再是唯一的热议话题。

注重拼搏、更加包容，观众与运动员的共

情不断加深，引发关注的话题也更加多元——

观赛心态的变化，折射出优秀体育文化不断深

入人心的进程。

争金夺银很棒，拼尽
全力也很好

“对不起！”7 月 26 日，在跳水男子双人十

米台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曹缘向搭档陈艾森

表示歉意。在比赛中，因为出现失误，这对搭

档被英国组合反超，最终收获一枚银牌。几天

后，自己还将参加单人项目的比赛，而搭档此

次的奥运之旅已经结束，曹缘心中五味杂陈。

与冠军失之交臂，陈艾森拍着肩膀安慰搭

档，观众也给予这对选手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赛后的社交媒体上，并未出现太多苛责，更多

的是给两名选手加油打气的暖心声音。搭档

的鼓励、观众的包容，也转化为曹缘重整旗鼓

的动力。8 月 7 日的男子单人十米台上，曹缘

一次次跃起、入水，以优异成绩拿回冠军，也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

枚金牌。

本届奥运会上，观众给予运动员理解、鼓

励和支持，成为常态。哪怕是跳水男子双人十

米台、乒乓球混合双打等赛前被普遍看好的项

目，只要拼过，纵然失手，也能收获掌声。中国

体育代表团此次收获 32 枚银牌，从许昕/刘诗

雯、肖若腾，到奋战至最后的女子拳击选手谷

红、李倩等，人们或惋惜，或心疼，总少不了对

运动员表现的肯定与赞许。

奥运赛场汇聚了全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

站上赛场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竞技赛场

的胜利者通常只有一个，但展示自我、挑战自

我的机会却可以很多。争金夺银很棒，拼尽全

力也很好——屏幕前亿万观众的心态同样在

改变，而这种改变，也将成为运动员继续奋进

的动力。

场上表现精彩，场下
故事也动人

“每天都是很紧张的状态，所以就没感觉

有什么趣事。”谈及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选手

李雯雯说道。虽然自认为没有什么“趣事”或

者难忘瞬间，但本届奥运会，她带给观众的喜

悦其实是巨大的。从住进奥运村时在网上直

播吃饭，到隔空回应“能否睡个好觉”的关切，

再到勇夺女子 87 公斤以上级金牌后的比心以

及与教练吴美锦的互动，李雯雯在赛场内外的

一 举 一 动 ，都 让 人 喜 欢 上 这 位 开 朗 率 真 的

姑娘。

奥运赛场上的精彩表现，终究只是一段时

间不长的亮相。其实，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

场之外，展现着更加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与

此同时，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点也更加多元。运

动员业余的生活、训练的点滴、过往的经历乃

至个人兴趣爱好种种，都越发成为人们感兴趣

的话题。

场上表现精彩，场下故事也动人。

随着中国游泳健儿在东京奥运会发挥优

异，一些队内的轶事也很快传播开来：汪顺的

教练朱志根决赛前夜蹲守楼道，只为提醒路过

者轻声慢走，为爱徒创造良好休息环境；张雨

霏的教练崔登荣，平素就爱转发正能量文章，

赛前用“心灵鸡汤”给弟子加油打气……人们

为运动员的收获竖起大拇指，也为教练员的付

出点赞。

观众对于本届奥运会的关注，也逐渐超越

“运动员”这个单一的身份。射落本届奥运首

金的“神枪手”杨倩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的“学

霸”，刘虹、吴静钰等是需要兼顾事业和家庭的

“妈妈运动员”，创造了男子百米亚洲纪录的短

跑名将苏炳添在生活中是优秀的“爱情长跑运

动员”……对于如今的观众，即使相隔千里，运

动员也不再只有一张标签。而对于如今的运

动员，他们在学业、生活等方方面面体现出的

正能量、感染力，都能得到观众积极、迅速的

反馈。

竞技要讲胜负，生活
中唯有奋进

本届奥运会赛场，吸引中国观众目光的，

还不止于中国体育健儿。第八次征战奥运会

的 46 岁老将丘索维金娜、神勇夺冠的数学博

士后自行车手基森霍弗、摔倒后又爬起完赛的

田径选手奇恩杰克、年仅 12 岁的叙利亚乒乓

球选手扎扎……他们在赛场上的成绩或许千

差万别，人生经历也可能大相径庭，但都受到

观众的欢迎，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和很多

中国体育健儿相同的执著与努力。

不断拼搏、追逐梦想、保持奋进，这不仅

是运动员在赛场上表现出的美好品质，也是

人 们 在 日 常 工 作 、学 习 中 所 向 往 的 生 活 状

态。当人们评价运动员的表现，同样看重赛

场的名次和拼搏的汗水时；当人们观看奥运

会的比赛，关注焦点从奖牌扩大到运动员生

活中的美好时——这些转变，其实也折射出

人们对于体育文化的更深理解。正如流传百

年后，“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加

入“更团结”的寓意：团结在一起，挑战对手也

挑战自己，向着“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向不

断努力。

东京奥运会结束了，东京残奥会又将开

幕。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约 190 人的团队已

经踏上征途，437 人的阵容，将继续在奥林匹

克赛场上展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

貌。对于表现优异的中国运动员，应不论成

绩、不吝掌声。

其实，进一步理解体育，首先还是需要以

亲身参与作为基础。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全民

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

“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参与到运动项

目中，对于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及拼搏精神，才

会有更准确的了解，对于“超越自己”的意义和

价值，才会有更深刻的领悟。

看到胜负之外的精彩
—回眸东京奥运系列之五

本报记者 刘硕阳

核心阅读

本届奥运会，中国选手用
高超的技艺、顽强的意志、阳
光的形象和开朗的性格，向全
世界展现着新一代中国体育
健儿的健康形象。观众对于
奥运会以及中国选手的关注
点，也在发生变化，注重拼搏、
更加包容，折射出优秀体育文
化不断深入人心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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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吴导两个小时的线上训练课，整个人都要累瘫

了。”李雯雯口中的吴导是教练吴美锦。膝关节修复训练、

心肺功能训练、关节柔韧训练……夺得女子举重 87 公斤

以上级奥运冠军后的李雯雯，正认真完成着吴美锦精心

设计的隔离期训练内容。

对于训练，吴美锦很严格：“还有全运会的比赛任务，

要让她保持基本的能力。”

作为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男子举重 56 公斤级银牌得

主，吴美锦在 2018 年成为李雯雯在国家队的主管教练，

雅典奥运会男子举重 69 公斤级冠军、现任举重女队主教

练张国政则是她的训练组组长。

此前由女教练主管的李雯雯，和两位男教练的磨合

起初并不顺利，再加上伤病的影响，让她对一些训练项目

总有畏难情绪。

“信任是需要一件一件具体事情来建立的。”吴美锦

坦言：“随着成绩的提高，她对我们的态度也在不断扭

转。”来到国家队之后，李雯雯的总成绩涨了 14 公斤，这

对她这样的高水平运动员着实不易。

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后，李雯雯向着观众席热情比

心，更把吴美锦拉上举重台，一起向台下致意，“我想感谢

所有关心我的人，想让全世界认识我的教练！”

那一刻，向来冷静的吴美锦也感慨万千，“我也曾站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只是没有以冠军的身份。被李雯雯

拉上台后，想到我们这一路备战的经历，一下子释然了，

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走下领奖台，这对年龄相差 20岁、身高相差 21厘米的

师徒，也因为“反差萌”被更多人认识。

载誉归来，师徒俩已经把目光投向更远处。吴美锦

甚至已经想到了 2032 年时，还和李雯雯一起征战布里斯

班奥运会的情景。

东京奥运会冠军，对于年仅 21 岁的李雯雯只是起

点。她的下一个目标，是超越俄罗斯名将卡什丽娜曾经

在女子举重 75 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举起的 193 公斤。“现在

87 公斤以上级的世界纪录虽然是我的，但我相信自己的

极限远不仅于此。”

“这枚金牌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她的训练能力说明她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我要更好地调动她的主观能

动性，让她能一直走在正确的轨迹上。”吴美锦已经做好

了规划，“属于她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吴美锦、李雯雯——

冠军师徒再启程
李 硕 卢胤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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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小朋友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快乐骑行。当日，繁昌区繁阳镇城

关一小的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来到孙村镇中分村，在老师的指导下骑行，欣赏乡村美景，享受快

乐暑假。

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乡村美 骑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