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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在

古都西安拉开大幕。三秦大地热情

涌动，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健

儿。他们有的刚从奥运赛场载誉而

归，有的将在这里崭露头角，踏上新

的梦想之路。而更多的体育爱好

者，也有机会在全运舞台上一展身

手，让运动为生活增添更多健康和

欢乐。

以人民为中心，用改革创新求

发展。近几届全运会，改革成为最

鲜明的标签，引领着体育事业不断

展现新气象、打开新局面。本届赛

会“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的主题口

号，彰显出全运会的多元功能和综

合价值。在提高竞技实力与水平、

发现后备人才的同时，全运会也着

眼于增强人民体质，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全面服

务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作为

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全

运会不仅是体育的盛会，为人民生

活增添更多活力，也为地区和城市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本届全运会既有 31 个省（区、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火车头体协、煤矿体协、前卫体

协、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也有北京体育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俱乐部等参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参赛

的运动员。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体育事业发展和竞技

体育竞争，“开门办全运”的举措收到积极回应，汇聚起更

多合力。

“我要上全运”系列赛事活动组织开展近千场，部

分群众赛事展演活动搬到互联网上进行，方便群众广

泛参与，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情，使广大人民群众

共享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全运会正式比赛首次进入中

学校园。“创新办全运”的理念生根开花，从赛场向生活

延伸。

改革亮点频现，全运新意十足。不难看出，推动全运

会的发展轨迹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走得更近、融得更深，用

大众需求和期待去激活全运会可持续发展的澎湃动力，

全运会也就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经济社会发展

有机互促，全运会的改革成果，也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起到牵引和示范作用，展现出勃勃生机。

举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走过 62 年历史的全运会，正在新时代

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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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奕瑶是谁？”9 月 14 日，女子 10 米气手枪决赛结束后，

观众们凑在一起，讨论这位以“黑马”之姿夺下金牌的年轻

选手。

关于上海小将沈奕瑶的信息很少，连当地记者都所知不

多。和姜冉馨、郭文珺、张梦雪等奥运冠军同台竞技，2004 年

出生的沈奕瑶略显青涩，但她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勇夺冠军，

赢得了满堂喝彩。

决赛中，沈奕瑶面对的最主要对手，当数东京奥运会该

项目铜牌获得者、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姜冉馨。决赛

开始阶段，姜冉馨发挥稳定，前 10 枪以 102.9 环的成绩暂列

第一。

第十四枪成为全场比赛的分水岭，沈奕瑶反超了 0.4 环，

抢到第一。随后的比赛几乎成为两名上海小将之间的对决，

两人共 5 次交替排名第一。第二十枪之后，沈奕瑶发挥愈加

稳定，最终以 241.9 环的总成绩摘得桂冠。姜冉馨以 239.6 环

拿下银牌。

沈奕瑶资格赛的状态并不好，比赛时“紧张到腿抖”，仅仅

排名第六。“没想过能进决赛，更不要说夺冠了。”站上决赛赛

场，小姑娘很珍惜和高手过招的机会：“以学习的心态发起冲

击，用心做好每一次击发。”

和弟子一同站上最高领奖台，上海射击队女子手枪组主

教练王莹红了眼眶：“沈奕瑶在射击方面很有天赋，而且有一

股子韧劲。训练中也是很要强，跟队友较着劲一起进步。”生

活中，沈奕瑶和同龄人一样爱笑爱闹。但上了赛场，就有一份

超出年龄的成熟稳重，这也是射击带给她的成长。

赛后，王莹也对两位选手表示肯定：“两个人表现得都不

错。沈奕瑶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赛事，开始有些紧张，随后

逐渐进入状态。姜冉馨在奥运会后转战全运会，有这样的状

态和成绩，表现得也很好。”

17岁小将勇夺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

沈奕瑶 一鸣惊人
本报记者 李 洋

图为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西安奥体中心。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本报西安 9月 14日电（王

亮、郝帅）14 日晚，第十四届全

运会女篮成年组项目进行决

赛，以东京奥运会参赛球员为

班底的奥运联合队以 100∶52
战 胜 江 苏 队 ，以 全 胜 战 绩 夺

冠 。 奥 运 联 合 队 球 员 韩 旭

得 到 全 场 最 高 的 18 分 ，江 苏

队球员孙丽拿下本队最高的

13 分 。

比赛开始后，奥运联合队

以 10∶0 取得领先，随后分差被

进 一 步 拉 开 。 江 苏 队 球 员 陈

晓佳和孙丽轮番冲击，逐渐找

到 进 攻 手 感 ，分 差 一 度 被 缩

小 。 虽 然 最 终 江 苏 队 仍 然 以

大比分不敌对手，但是对于这

支年轻的球队来说，站上决赛

赛 场 的 表 现 已 经 足 够 出 色 。

在此前的比赛中，她们同样未

尝败绩。

本届全运会，许利民并未

挂帅奥运联合队，而是担任球

队领队，主教练由此前国家队

教练组助理教练郑薇担任。

右图：9 月 14 日，在第十四

届全运会女篮成年组决赛中，

奥 运 联 合 队 选 手 李 月 汝（右）

在比赛中拼抢。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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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西安

开幕，陕西将成为全国第八个举办全运会的

省份，这也是西部地区首次举办这项代表国

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体坛盛会。在“全民全

运，同心同行”的主题之下，第十四届全运会

将在全运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三秦大地也

将成为中国体育奋进的新坐标。

调整设项 选拔人才

纵观 62 年发展历程，全运会一直在调整

与变革中紧跟时代节拍，推动中国体育事业

的不断发展。从竞技体育的“指挥棒”，到大

众体育的“助推器”，全运会的定位和作用在

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愈发

清晰显著。

在奥运战略层面，本届全运会又进行了

一系列调整。在项目设置上，增设了东京奥

运会和巴黎奥运会新增的滑板、攀岩、冲浪、

霹雳舞项目。跳水、体操等优势项目增设小

年龄组，为选拔奥运适龄人才打下基础。

9 月 12 日，天津体院棒球队以 5∶4 击败

东道主陕西队，获得此次全运会棒球比赛的

第七名。相比成绩，高校运动队出现在全运

赛场的意义更为重大。据了解，本届全运会

还有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员，将参加跆

拳道、铁人三项等比赛。此外，万国击剑俱乐

部等社会俱乐部将参加击剑和自行车项目比

赛，还有个人身份运动员将参加击剑、自行车

和游泳项目比赛。高校和社会俱乐部的参

与，将进一步拓宽发现竞技体育人才的渠道，

也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到竞技体育中来。

继第十三届全运会首次设立群众比赛项

目后，本届全运会继续向普通体育爱好者敞

开大门，设立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采取线

上参赛、线下评奖方式进行，共有广场舞、广

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 4 个大项。

邓丹是来自重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将

以广播体操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参与

本届全运会的比赛。“我此前参加过省市级别

的比赛，希望通过参加全运会了解高水平队

伍的实力，同时也检验自己的水平。”邓丹说。

本届全运会前，“我要上全运”系列赛事

活动开展了上千场。这引导了群众现场观

赛，也亲身参与运动，为“全民全运，同心同

行”理念写下新的注脚。

体育健儿 各展风采

在本届全运会正式开幕前，多项赛事已

在火热进行中。连日来，体育健儿轮番登场，

不少项目的比拼展现出世界级水平。

从已经举行的比赛来看，奥运选手整体

发挥稳定，继续展现高出一筹的竞技水平。

在跳水项目男子 3 米板比赛中，谢思埸为广东

队夺得金牌，王宗源为湖北队摘得银牌，两人

在双人项目上也携手夺冠。在射击 10 米气

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中，东京奥运会冠军组

合杨倩/杨皓然延续出色状态，夺得冠军。

全运会也是年轻运动员勇立潮头、

展现青春风采的舞台。有实力的新人涌

现，让比赛更具悬念和观赏性，也展现出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力量充足。在蹦床项目

决赛中，22 岁的湖南选手严浪宇和 20 岁的

福建选手林倩麒分别击败东京奥运会银牌得

主董栋和刘灵玲，站上最高领奖台。

“全运会的比赛难度比奥运会更大！”有参

加过东京奥运会的选手感叹。在一些优势项

目上，国内选手之间竞争更为激烈。跳水项目

女子 10米台决赛，全红婵、陈芋汐、张家齐 3位

东京奥运会冠军和里约奥运会冠军任茜同场

亮相，全红婵赢得并不轻松。而在射击女子 10
米气手枪比赛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的身影，

最终冠军被年仅 17岁的沈奕瑶获得。

在各地赛场，观众加油助威的场面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比赛门

票自正式销售以来，受到公众广泛关注。运

动员和观众之间隔空暖心互动也屡屡被镜头

捕捉，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

全运惠民 落在实处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第十四届全运会不

仅是 13天的体育盛会，更将点燃民众的运动热

情，给城市留下可以持久受益的赛事遗产。

本届全运会，50 余座竞赛场馆既能承办

高水平赛事，也将引领全民健身热潮，为体育

产业发展赋能。高空俯瞰，承担开幕式重任

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宛如一朵由 28 片花

瓣组成的硕大“石榴花”。自 2020 年 7 月投用

以来，成为广受市民欢迎的地标建筑。场馆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赛后利用，满足群众多

样化的健身需求。为此，场馆周边修建了篮

球场、足球场、儿童活动区等全民健身场地，

方便市民尽享运动欢乐。而这，只是全运会

惠及当地群众的一个缩影。

陕西以承办第十四届全运会为契机，大力

实施健身设施、组织服务、科学指导、体育赛

事、健身活动、体育文化、场馆开放、智慧平台

等全运惠民八大工程。不久前，《陕西省全民

健身条例》修订完成，支持、鼓励各级各类公共

体育场馆分步、分批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

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健身

需求。“身边的体育场地和设施越来越多，而且

环境美、器材好、收费低，这是十四运会送给我

们最好的礼物！”西安市民毛先生感慨道。

在不久前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竞

技体育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与之同时，群众对于体育的需求正以喜人的

速度增长——全运会的不断变革，也是我

国 体 育 事 业 历 史 进 程 中 的 必 然 选

项。从陕西再出发，全运会正吹响

中国体育向新高度攀升的号角。

赛会创新发展 谱写奋进新篇
本报记者 陈晨曦 王 亮 李 洋

资料来源：第十四届全运会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