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4 日，随着霹雳舞项目在

江苏南京溧水极限运动馆拉开战

幕，十四运会 35 个竞技比赛大项

全部登场亮相。作为 2024 年巴黎

奥运会的新增项目，这也是霹雳

舞项目在全运会上首次亮相。

对比近几届全运会的竞赛规

程，不难发现变化。除了滑板、攀

岩、冲浪、霹雳舞等奥运会新增项

目进入全运会大家庭，小项的增

减、运动员年龄标准调整等细微

的改变，同样体现出办赛者试图发

挥全运会竞赛杠杆作用的匠心。

作为全国最高水平的综合性

体育盛会，全运会一直在通过自

身的改革充当着竞技体育的“指

挥 棒 ”，也 逐 步 承 担 起 群 众 体 育

“ 助 推 器 ”的 作 用 。 从 东 京 到 巴

黎，新的奥运周期，面对不断变化

的形势，实现体育事业的全面协

调发展，对于全运会定位和功能

的探索，不能止步。

游泳、田径，人
才储备不断充实

19 日、20 日，十四运会游泳、

田径两个基础大项的比赛相继打

响。中国游泳队和中国田径队在

东京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为全

运 赛 场 带 来 了 更 多 关 注 。 苏 炳

添、汪顺等名将也不负众望，在十

四运会赛场继续奉献精彩表现，

前者运动生涯第十次跑进 10 秒大

关，斩获首枚全运会个人金牌，后

者则勇夺 6 金，以 15 枚金牌的总

数创造游泳选手获得全运会金牌

数的新高。

“刘宗毓作为‘00 后’选手，在

400 米和 200 米两个项目中都游得

非常不错。希望他、覃海洋和我

能承担起中国男子混合泳的更多

责任！”泳池内，汪顺已经看到了

年轻选手的努力。也正是在全运

会的舞台上，一代代年轻选手脱

颖而出，走向国际赛场。

而全运会设项中的倾斜，也

为后备人才的积蓄提供了更多可

能。十四运会，两名东京奥运会

冠军巩立姣和刘诗颖在个人项目

中夺得金牌之后，又代表各自省

队参加了女子投掷团体项目的争

夺 。 该 项 目 包 括 铅 球 、标 枪 、链

球、铁饼，是十四运会新增项目，

目的是促进各地方队进一步夯实

田径优势项目的后备人才基础。

最终，拥有巩立姣、陈扬、苏欣悦

等实力选手的河北队夺得冠军。

竞走是中国田径另一个传统

优势项目，男子、女子 20 公里竞走

团体项目在 2013 年的十二运会上

便进入项目设置。在跳水项目中，

十四运会增设团体项目和小年龄

组比赛，不断充实的人才储备，也

为跳水队源源不断地输送活力。

攀岩、滑板，推
广普及效果明显

出于为巴黎奥运会、洛杉矶

奥运会培养人才考虑，除跳水项

目之外，十四运会还有不少项目

也设置了小年龄组的比赛，攀岩

项目的两项全能就是其中之一。

“增设小年龄组比赛，是考虑到攀

石与难度这两项的关联性较大，

而且中国队目前的竞技水平相对

落后，需要挖掘后备人才，扎扎实

实推动训练，为提升竞技水平打

好基础。”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攀岩部主任厉国伟说。

“攀岩入奥给项目发展带来

质的飞跃，此次攀岩被列为十四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希望能够利

用竞赛杠杆的引导作用，带动更

多省区市开展攀岩运动。”厉国伟

介绍。据最新统计，中国攀岩的

参与人口已达 30 多万，注册运动

员达到 3000 多人。

作为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

会的新增项目，滑板也成为十四

运会新设的竞技项目。在滑板赛

场上，竞赛杠杆对于项目发展的

撬动作用已相当明显，在参赛人

数、运动员年龄和竞技实力、场地

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

“不管是街式还是碗池，每个

项目的男女组别都是满额参赛。

而且参赛选手越来越年轻化，最

小的运动员只有 9 岁。”国家滑板

队相关负责人蔡永军说，项目入

奥以后，中国滑板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本届全运会中，各队竞技实

力都在大幅提升，“碗池项目中，

男子队员已经能够完成翻板、540
转体等高难度动作，在街式项目

中，参赛队员的大绝招大部分是

在最高、最难的道具上完成。”

面向未来，创
新发展不能停步

24 日晚，由中国田径队队员

组成的联合队夺得了本届全运会

男子 4× 100 米接力冠军，作为联合

队队员之一，苏炳添第四次夺得

该项目的全运会金牌。然而，这 4
枚 金 牌 却 各 有 来 历 。 2009 年 和

2013 年，苏炳添均代表广东队参

赛并夺冠，2017 年的十三运会允

许跨省组队后，他与吴智强、谢震

业和张培萌组队参赛，赢得金牌。

苏炳添的接力金牌，折射出

全运会改革历程中的一条支线。

取消奥运成绩代入、取消金牌榜、

允 许 跨 省 市 组 队 、组 建 联 合 队

……近几届全运会对于竞赛规程

的改革探索，轨迹愈发明显。比

如 十 三 运 会 的 那 场 男 子 接 力 决

赛，就在苏炳添、谢震业的身旁，

有一支由清华大学学生组成的参

赛队，允许跨省组队的规则让不

同省份的同学得以组成京鲁队，

享受那一届赛事。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

展，运动员培养模式、成才渠道等

愈发多元，传统的办赛模式也会

遇到种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开门

办赛”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发挥好全运会对于竞技体育

的“指挥棒”作用，要以运动员为中

心。在此基础上，吸纳、鼓励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全运会还将为中国

体育的未来发展贡献更多活力。

图①：9 月 25 日，霹雳舞项目

在江苏南京溧水极限运动馆进入

第二个比赛日。图为山东队选手

赵兴宇（左）在循环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图②：9 月 20 日，攀岩 16 岁以

下组女子两项全能决赛在细雨中

进行。图为最终夺冠的陕西队选

手骆知鹭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摄

基础大项的人才沃土，新兴项目的推广舞台，十四运会—

竞技体育“晒家底”
本报记者 刘硕阳 李 洋 范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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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运会开幕以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体育代表团成员连

日走访多个全运会场馆，行程表安排得满满当当。

4 年后的十五运会，将由广东、香港、澳门承办。“下一届全运

会来到大湾区，是很大的‘礼物’。这也是香港体育事业在祖国支

持下取得发展的明证。这一次来陕西好好取经，希望把下一届全

运会办得更好。”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代团长郑景亮说。

谈起将在家门口举办的体育盛会，澳门体育记者协会理事长

方念湘同样难掩心中兴奋，十四运会的赛事组织、后勤保障、疫情

防控等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微信小程序上就可以完成健

康打卡、查看赛程和各种数据，这让我们传媒人的工作生活更加方

便。”十四运会期间，他还在西安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吃了一碗

长寿面。

场上竞争优胜，场下传递友谊。在香港、澳门选手眼中，与更

多高水平运动员切磋交流，是提升竞技实力的重要途径。“全运会

水平很高，选手实力普遍很强，希望未来能继续多些交流。”摘得空

手道男子个人型项目铜牌的香港选手刘知名说。4 年之后，他希

望作为东道主选手继续踏上赛场，“想给奖牌换个颜色”。

郑景亮则说：“我经常鼓励香港年轻运动员多到其他省份看一

看，多去实地看看国家其他地方的发展，会切实感受到作为一个中

国人的自豪。”

据了解，港、澳与其他省份的体育交流由来已久，此前也在联

合办赛上做过尝试。2008 年北京奥运会，马术项目比赛便在香港

进行。2001 年九运会上，承办方广东也曾将散打部分比赛放在香

港举办，将武术套路部分比赛放在澳门举办。

作为全国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大赛，全运会对

举办城市的影响已经超越体育层面。“大湾区承办全运会不光是

体育人高兴，广大市民和商界都很雀跃。全运会就是催化剂，能

带 动 经 济 、文 化 、旅 游 等 产 业 发 展 ，全 面 推 进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建

设。”方念湘说。

体育搭桥 共创未来
本报记者 李 洋 原韬雄 人民网记者 郝 帅

灞河之滨，巨大的“石榴花”璀璨盛

开——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为代表的

建 筑 群 如 今 成 为 这 座 千 年 古 城 的 新

地标。

兵马俑、大雁塔，是这座城市的“名

片”。而今，插上体育的翅膀，西安深厚

的文化底蕴以更耀眼的运动姿态释放出

来，穿梭大街小巷，古典又有活力的气

息，令人心醉。

2021 年，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赛等

各级各类赛事活动达到 80 场以上，城市

气质因体育运动而丰富。与之同时，体

育越发融入居民日常生活。从西安城市

运动公园的火爆球市，到近两万人到场

一睹苏炳添的“飞人”风采，这里的居民

假日休闲生活有了更多选择。

现在，西安还吹响打造国家体育消

费试点城市的号角，计划到 2022 年，体

育人口占全市总人口 50%以上，有体育

消费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80%以上，

体育产业规模突破 200 亿元。

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城市发展相得

益彰。作为中西部地区首个全运会主

会场城市，西安借助办赛契机提振城市

精气神。一方面，惠民市政工程和高质量场馆的建成，发挥着

带动体育产业和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综合效应，提升着公共

体育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借助全运会的举办，吸引多方力量

助推城市建设，也扩大了体育市场的规模，加强了本土体育品

牌的竞争力。

体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其价值内涵

越发丰富多元，也被赋予新的使命和担当——这一认识也在

全运会 62 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得到实践并加以深化。十四运

会的举办让人们再次体会到，当体育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内

容，城市也会因体育的融入发展而更具活力。

“长安回望绣成堆”。三秦大地迎来十四运会，将体育融入

血脉、用运动强壮筋骨，城市也因此更添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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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体 育 成 为 城 市 生
活的重要内容，城市也会
因体育的融入发展而更
具活力

本报北京 9月 25日电 （孙龙飞、王鑫）十四运会上，马龙、杨

倩、巩立姣等奥运选手以精彩表现吸引广泛关注。为进一步传播

奥林匹克文化，增强广大青年学子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全

国大学生“同上一堂奥运思政大课”25 日线上开播，近千万人次观

看学习。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指导，人

民日报社体育部和人民网联合主办。许海峰、马龙、杨倩、巩立姣、

肖若腾等 13 位奥运名将受邀作为主讲人，为全国大学生讲述中国

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奋斗故事。

“同上一堂奥运思政大课”线上开播

本报西安 9 月 25 日电 （记

者原韬雄、李洋、陶相安）25 日

晚，十四运会女足成年组决赛在

陕西省体育场打响，联合队以 1∶0
战胜上海队夺金，上海队获得亚

军，东道主陕西队获得季军。

决赛中，双方在阵容上主力

尽发，联合队由王霜、王珊珊领

衔。上半场第二十四分钟，王霜

在前场得球后策动进攻，肖裕仪

凌空抽射攻破上海队大门，联合

队以 1∶0 领先。下半场，现场雨

势 增 大 。 上 海 队 虽 进 行 人 员 调

整，换下邱芳芳，换上杨淑慧加强

进攻，但依然没能改变场上局面，

1∶0 的比分保持到终场结束。

1 个多月前还是上海队主教

练的水庆霞，这次率领联合队，战

胜自己执教很久的上海队。水庆

霞赛后表示，自己带领联合队的

这 段 时 间 主 要 让 队 员 们 调 整 状

态、恢复信心。“姑娘们还很年轻，

会在赛场全力奔跑，要给她们更

大的空间。”

右图：联 合 队 球 员 王 霜（左

三）在比赛中射门。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女足成年组

联合队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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