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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6 次超世界纪录、5 人 7 次

破全国纪录、8 人 20 次破全国青年

纪录，十四运会的举重赛场上精彩

连连。

作为展现力量的项目，中国举

重素来有顽强拼搏、勇攀高峰、挑战

极限的优良作风。从东京归来的几

位奥运冠军，在隔离期坚持训练，踏

上赛场全力以赴，侯志慧和石智勇

都以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站上

举重台，就要冲击极限！”李发彬锁

定金牌后，也选择向挺举世界纪录

发起冲击。

与奥运冠军同场竞技，也激励

了全运赛场的年轻选手。多名“00
后”运动员放下包袱、放手去拼，也

在纪录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收获

个人最好成绩。与谌利军同级别的

王忠打破抓举和总成绩全国青年纪

录，收获银牌；彭翠婷超女子举重

76 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罗诗芳、

廖桂芳在比赛中多次打破全国青年

纪录。

好成绩要靠拼搏，也要靠团队力量的托举。全运赛

场，运动员和教练员同登领奖台，共享光荣一刻；发布会

上，他们一起出席、回答提问，讲述成绩背后的笑与泪。

东京奥运冠军李雯雯的背后，有雅典奥运会男子举重 56
公斤级银牌得主吴美锦作为教练，还有包括营养补充、技

术分析的科医团队作支撑。十四运会赛场，师徒二人夺

冠后一起比心，又成美谈。

为了让运动员有更好发挥，在赛场倾情奉献的还有

工作人员。每当有选手冲击纪录，现场广播员都会带动

全场观众高呼选手名字，加油助威、鼓舞斗志，更用激昂

的播报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默默奔波的加重员更是纪

录背后的无名英雄，他们每场要上下往返举重台上百次，

以平均 15 秒的时间精准加减杠铃重量——这些来自陕

西当地体校的青少年举重运动员，用专心、细心和责任确

保赛场更加精彩。

突破可喜，更可喜的是凝聚其中的拼搏力量。纪录

可贵，更可贵的是处处展现的奉献精神。选手、教练和工

作人员，用意志突破极限，用专注做到极致，用尽责确保

圆满，赛场因此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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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马拉松将作为十四运会田径项目最后一个

单元在西安亮相，女子组将于 7:30 开赛，男子组将在 8:00 起

跑。对于赛道的规划，组委会为参赛选手和观众游人准备

了一路风景。

西安城墙永宁门是仿古建筑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将作

为此次比赛的起点。城墙外，护城河宛如一条玉带环绕

开来。

一路跑来，选手将随着比赛的进行，领略这座城市的悠

久历史与现代繁华——古香古色的钟楼、追梦大唐的不夜

城、再现盛唐的大唐芙蓉园、一泓碧绿的曲江池、恢弘大气

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直至沿着静静流淌的灞河，进

入终点西安奥体中心“长安花”体育场。

因疫情防控需要，十四运会马拉松项目仅有专业选手

参赛，男、女各 34 名运动员，其中包括董国建、彭建华、杨绍

辉、白丽、张德顺、李芷萱等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手。运动员

将在沿途美景的陪伴下，进行 42.195 公里的精彩角逐。

为让市民游客和选手在美丽风光中观赛、参赛，组委会

全方位动员，优化提升赛道沿线交通环境、街景绿化。城墙

东侧的环城东路是比赛的重要路段，西安进行了环城路沿

线园林绿化维护，完成了 9.8 万平方米绿篱草坪、3500 株乔

灌木修剪，城墙外立面一并进行了整治；曲江新区的众多景

区将成为这条线路上的一个个“打卡点”，涉赛路段进行了

翻新，老旧水泥道沿更换了石材，破损处进行专项修补，无

障碍设施也得到优化提升。

伴随着十四运会“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的口号深入人

心，全民健身在古都风韵、现代风情中也迎来大发展。

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西安城墙环城公园迎来早起

的人们。在巍峨的古城墙下，有人沿着城墙散步慢跑，有人

踢毽子、打太极、跳舞、抖空竹，有人在单杠上较量、在球桌

上比拼……用多元又动感的运动方式将城墙唤醒，正是“全

民运动”理念的西安表达。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高标准建

设的运动场地、孩子奔跑跳跃的身影、老人幸福满足的笑

容、游客停不下的相机快门和摆不完的造型，也是体育赋予

这座城市的一张张崭新名片。

一路奔跑 一路风景
本报记者 张丹华

9 月 24 日，十四运会女子跳远决赛中，香

港选手俞雅欣飞身一跃，最终以 5 米 92 的成

绩排名第十。

自 20 日田径开赛以来，众多实力强劲的

选手同场竞技、激烈比拼。在 21 日的女子跳

高赛场，香港选手杨文蔚跳出 1 米 75 的成绩，

虽然只位列第十五名，但她努力克服伤病影

响，在赛场上顽强拼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同日上午举行的男子 800 米预赛中，澳门选手

劳伟源尽管没有实现晋级，但他以 1 分 55 秒

54 创造个人最好成绩，完成了自我突破，收获

了观众的欢呼。

本届全运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体

育代表团都做足准备参加比赛。这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自 1997 年以来第七次参

加全运会，169 名运动员共参与田径、自行车、

乒乓球等项目的角逐。第六次参赛的澳门特

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由 152 人组成，参加柔

道、空手道等项目比赛。

赛场上，港澳选手奋勇争先，赢得喝彩。

9 月 13 日 的 河 南 省 洛 阳 市 体 育 中 心 自 行 车

馆，来自香港的李慧诗站上了场地自行车女

子个人争先赛的最高领奖台。这位曾获得伦

敦奥运会女子凯林赛季军的名将，与东京奥

运会冠军钟天使一道，为现场观众奉献了高

水平对决。9 月 18 日，空手道男子个人型比

赛在西安工程大学临潼校区文体楼举行，澳

门选手郭建恒获得铜牌，成为全运会历史上

首位获得奖牌的澳门选手。“能赢得这枚有历

史意义的奖牌，真的很荣幸。”郭建恒表示，自

己的坚持没有白费，这枚铜牌是给自己最好

的奖励。代表团副团长潘永权也难掩激动之

情：“非常兴奋，晚上可能睡不着了。”

截至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

已在本届全运会上收获 1 金 5 铜的成绩，澳门

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也实现了全运会奖牌

零的突破。

4 年后的十五运会将由广东、香港、澳门

联合承办。“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对澳门的支持

与肯定，我们已经开始（第十五届）全运会的

筹备工作，正在考虑哪几个项目更适合澳门

办。”潘永权表示，十四运是一次很好的取经

机会，希望下一届全运会可以办得更好。香

港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团长郑景亮也向全

国运动健儿发出邀请：“2025 年，欢迎来大湾

区参赛。我们会展现一届精彩的全运会。”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

“2025年，欢迎来大湾区参赛”
本报记者 陶相安

9 月 24 日，十四运会体操项目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举行。经过

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 4 个项目的比拼，广西队选手韦筱圆

以 55.064 分的总成绩获得冠军，广东队选手欧钰珊以 54.965 分的

总成绩获亚军，广东队选手罗蕊以 54.866 分的总成绩获季军。

左图：欧钰珊在平衡木比赛中。

下图：韦筱圆在跳马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

翩若惊鸿

9 月 24 日，十四运会男排 20 岁以下组决

赛举行，山东队以 3∶2 战胜浙江队夺冠。图为

山东队球员池芳旭（后）在比赛中扣球。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在十四运会的赛场，除了奥运选手参加

的比赛和传统优势项目风头正劲，足球、篮

球、排球等“三大球”也以其影响力大、职业化

程度高、民间参与人数多而成为备受关注的

焦点之一。

近几届全运会，针对“三大球”后备力量

薄弱、参与力度不足等问题，采取了增设青年

组 等 方 式 ，一 定 程 度 上 起 到 了“ 杠 杆 作

用”——青少年球员数量有所增加，人才培养

模式也更趋多元。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不断提升竞技体育实力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其中“三大球”更是牵动人心。全运会的不断

探索，也在为走出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的“三

大球”发展之路提供方向和路径。

设项 练兵与精彩兼顾

在大力振兴“三大球”的背景下，十四运

会原本就将足球、篮球、排球决赛阶段参赛队

伍数量增加至 12 支，足球还增设五人制足球

项目和更多年龄组别。此后，基于疫情防控

等方面考虑，又进行了调整，男子、女子“三大

球”项目都根据年龄段设置两个组别。

男足、男篮项目没有设成年组。其中，男

篮首次取消了成年组比赛，但允许每队报名 4
名超龄球员。组委会表示，这是为了兼顾锻炼

年轻球员和提升比赛关注度。但无论男足的

20 岁以下组还是男篮的 22 岁以下组，针对的

都是可以在职业联赛崭露头角的年龄段，也确

实有一些优秀的年轻球员在十四运会的比赛

中亮相。相对而言，足球 18 岁以下组、篮球 19

岁以下组和排球 19 岁以下组可以视为男子、

女子“三大球”后备力量的大检阅。三人制篮

球比赛，既有专业球员，也有大学生球员和民

间业余球员，各方混战，别有一番趣味。

此外，出战东京奥运会的女子“三大球”

队伍情况各不相同，女足和女篮都以奥运联

合队的国家队配置出战十四运会成年组赛

事。奥运联合队在女篮成年组决赛中大比分

战胜江苏队获得冠军，在女足首战中则险胜

东道主陕西队，25 日的决赛对手是上海队。

未能闯入东京奥运会八强的中国女排并

未整队征战十四运会，球员回到各自省队参

与成年组比赛，当仁不让地成为各队绝对主

力。从前期的比赛看，天津、江苏、辽宁等队

实力强劲，其中天津队的李盈莹经过大赛历

练，进步较快，几乎每场比赛都有上佳发挥。

但让人稍感遗憾的是，除国家队球员外，各队

目前没有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面孔。

创新 促进与激励并举

从 2009 年在山东举行的十一运会开始，

全运会率先在男足项目设置双年龄组的比

赛，加大年轻球员的参赛比重；2013 年在辽宁

举行的十二运会，“三大球”开始全部设置青

年组比赛，目的就是用全运杠杆促进各省区

市对后备力量的重视。

十四运会上，在女篮奥运联合队夺冠之

后，队员穿着各自省区市的领奖服登上了最

高领奖台。借此机会，山东、山西等代表团也

获得了全运会参赛历史上首枚“三大球”金

牌，这或将对更多地方培养青少年球员及支

持省内俱乐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不久后，

中国女篮就要出征亚洲杯，整队参加全运会，

也有利于球队在整体上保持比赛状态。

在已经结束的男篮 19 岁以下组比赛中，

广东队、浙江队、江苏队获得前三名。其中广

东队小将孙浩钦场均独得 30 分，身高 1 米 92
的他能突能投，进攻手段多样。“美妙的全运

会之旅告一段落，下一站 CBA（中职篮联赛），

加 油 ！”据 了 解 ，孙 浩 钦 已 完 成 CBA 球 员 注

册，新赛季他将代表深圳队参赛。

孙浩钦出众的能力得益于篮球青训系统

的培养，从连云港体校到深圳队青训，他多次

入选国字号队伍。广东队主教练郑永刚说：

“这次能拿到冠军，主要得益于我们省内有 3
家 CBA 俱乐部，及其向下覆盖的一大批基层

体校，正是有了他们的人才输送，我们才可以

优中选优组成队伍参加全运会。”

人才 青训与校园融合

虽然距离金牌仍有一步之差，男、女足

18 岁以下组两支亚军球队的人员组成和培

养路径却值得一提。

重 庆 男 足 的 大 部 分 球 员 来 自 重 庆 市 足

协和重庆辅仁中学共建的 2003 梯队。几年

来，多名球员有入选国字号青少年队伍的经

历。来自中超重庆两江竞技队的胡兴雨、邓

皓天则是职业俱乐部代表。这样一支由市

足 协 、学 校 、职 业 俱 乐 部 三 方 组 成 的 队 伍 ，

80%以上的队员来自重庆本土青训，在全运

会赛场上创造了重庆足球的历史，也为后备

力量培养提供了新的借鉴与思路。

浙江女足闯入决赛让人颇感惊喜，这批

小球员的成功引起了外界对于足球多元化发

展的期待。队中多名球员来自丽水市，她们

的优异表现，让人想到丽水日益浓厚的足球

氛围。近年来，依托校园足球的后备人才培

养，当地的业余联赛和五人制足球发展态势

良好，足球人才的涌现水到渠成。

在女排 19 岁以下组比赛中，一大批身体

条件出色、具有良好天赋的年轻选手在比赛

中脱颖而出，甚至有十六七岁的小队员已经

担起重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训练及反兴奋剂部主任李国东说，通过比赛

摸底了许多“好苗子”，江苏队副攻万梓玥年

仅 16 岁，身高已达到 1 米 96，各项身体条件非

常突出，上海队 18 岁的二传手柴瀛，一手出色

的传球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也有多地的排管中心负责人和教

练员表示，尽管有全运会设项的支持，女排项

目依然面临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传统强队

天津队正在尝试从全国范围内扩大选才。今

年 10 月，中国排球协会还将继续举办“希望之

星”训练营，重点培养 2005、2006 年龄段的年

轻运动员。

三大球 赛场探出路
本报记者 陈晨曦 范佳元 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