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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基层赛事活动，
要让赛事门槛降低，让活
动规模上升，关键在于群
众能就近就便参与；要保
证量的供给，更要注重质
的提升，重点在于满足群
众多样需求

在陕西西安，一场全民参与的赛会

声势不小，该市首届社区运动会分区赛

设 置 25 个 项 目 ，从 对 抗 激 烈 的 球 类 竞

技，到备受群众喜爱的广场舞、太极拳，

不论男女老幼，或约上三五好友报名参

赛，或到现场为民间高手加油鼓劲，均能

在浓郁的运动氛围中各得其乐。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

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越来越多，人

们通过健身收获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

体育的内涵不断延伸，不仅是专业选手

在国际赛场争金夺银，也成为普通爱好

者的生活方式，为美好生活添动力、“增

滋味”，也为社会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

数据显示，到 2021 年底，我国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7.2%。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群众的健身需求，体

育赛事活动必不可少。办好基层体育赛

事活动，让全民健身的“毛细血管”畅通

发达，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也将为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建设夯实根基。

办好基层赛事活动，要让赛事门槛

降低，让活动规模上升，关键在于群众能

就近就便参与。贵州的乡村篮球联赛、

广西的“壮族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百姓

热盼的嘉年华，既接地气又聚人气，擦亮了地区发展的体育名

片。从观看比赛到亲自上阵，不仅能引导更多人主动体验运动

乐趣，在普及运动项目、带动产业发展等方面也颇有助益。

办好基层赛事活动，要保证量的供给，更要注重质的提

升，重点在于满足群众多样需求。今年 6 月至 12 月，江苏徐州

将举办 300 多场次社区比赛，同时还推出“你点我送”活动，根

据群众要求，组织专业团队上门送健身指导。邻里关系愈发

融洽，“天天有比赛，人人可参赛”的场景更加鲜活，老百姓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就会更实实在在。

如今，全民健身不断呈现新趋势：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在线健身、居家运动等新场景持续涌现；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飞盘、桨板等小众项目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这些新动

向，也在为办好基层赛事活动提供更多抓手。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调动起各方积极性，全民健身将不断迈

上新台阶，展开更为动人的健康活力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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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世锦赛男子十米台决赛第三跳过

后，中国队选手杨健感到了压力。因为出

现失误，他在 12 名选手中总分跌至第七，

似乎正在远离卫冕目标。所幸，比赛经验

丰富的杨健及时做出调整，在随后的比拼

中越跳越好，最终有惊无险地拿下本届世

锦赛的第十三枚跳水金牌。

北京时间 7 月 4 日凌晨，国际泳联第十

九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在布达佩斯结束所有

项目争夺。中国队在跳水项目上斩获 13
金 2 银 2 铜，继 2011 年上海世锦赛后，再次

包揽跳水金牌。

本届世锦赛，中国跳水队以新老结合

的阵容出战。曹缘、全红婵、陈芋汐、任茜

和王宗源 5 名奥运冠军都站上了最高领奖

台，首次参赛的年轻运动员也快速成长，展

现了队伍的强大实力和人才厚度。

在男子十米台决赛中，面对同场竞技

的众多 00 后甚至 05 后运动员，28 岁的老

将杨健在第三跳失误后，带着一颗大心脏

逐步追分。最后一跳，他出色地完成了全

场 最 高 难 度 动 作 ，以 唯 一 单 跳 过 百 分

（102.50 分）的 成 绩 确 保 了 总 分 第 一 的 位

置，为队伍捍卫了荣誉。“进入新周期，要和

年龄与伤病较量，保持高质量训练和比赛

需要很强的毅力，我带着坚定的信念坚持

了下来。”杨健说。

从去年东京奥运会到本届世锦赛，陈芋

汐和全红婵在女子十

米台上进行了激烈角逐。彼

时，全红婵凭借“水花消失术”在东

京摘得奥运金牌，而来到布达佩斯，陈

芋汐则在顶级难度 207C（向后翻腾三周半

抱膝）动作中展现出更稳定的发挥，总分以

0.3 分的优势战胜全红婵，实现卫冕。

此后，陈芋汐和全红婵又联袂出战女

双十米台。尽管搭档不久，但她们配合默

契，每一跳得分均排名第一。368.40 分的

夺冠成绩，比排名第二的美国队组合高出

69 分。有网友感慨：“她们的动作就像彼

此复制一样。”

比赛结束后，陈芋汐和全红婵蹦蹦跳跳

地在场边开心拥抱。在全红婵眼中，充分信

任对方是能在双人项目上取得好成绩的关

键。“我们两人是良性竞争，有竞争才有提

升。无论谁跳得更好，我们都会以平稳的心

态去面对比赛和成绩。”既是搭档又是对手，

陈芋汐这样评价她和全红婵的关系。

经过上届世锦赛和东京奥运会的历

练，20 岁的王宗源在技术动作和临赛心态

等方面愈发成熟。本届世锦赛，他一举夺

得三米板、双人三米板和一米板 3 个男子

项目冠军，创造了在单届世锦赛上获得 3
枚跳水金牌的纪录。

本次比赛战罢，中国跳水队累计取得

了 108 枚世锦赛金牌，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

内没有队伍能够企及。耀眼的成绩背后，

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据中国跳水协会

主席周继红介绍，队伍在世锦赛前进行了 4
次队内测验，目的是在日常训练中按“赢”

的标准来要求队员，提高队员的综合能力，

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提高训练效果。

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上，中国跳水队—

参赛十三项，夺得十三冠
本报记者 孙龙飞

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季芳）北京冬奥组委近日举行通气

会，介绍了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遗产成果，发布了《冬残奥会竞赛组

织知识手册》和《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中国方案》。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冬残奥会竞赛组织

知识手册》是我国第一本冬残奥会竞赛组织工作用书，填补了国内

的空白，为今后举办各级各类冬残奥比赛提供参考，对于提升中国

冬残奥比赛的办赛水平和群众参与度、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发挥

冬奥遗产的重要促进作用。

该书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为例，按照冬残奥会竞赛项目划

分，整理了竞赛组织工作体系，梳理了各竞赛项目组织流程和方

法，并对竞赛组织相关的重要工作进行了提示。北京体育大学

2021 年 11 月承接编写任务后，广泛查阅相关资料，力求精益求

精。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院长苍海说：“这部手册为未来举

办国际性冬残奥运动赛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中国方案》同时发布，

通过图片和实例，图示化、系统化阐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

碍工作成果及经验做法。

杨金奎说，“能用、管用、好用、够用”是无障碍工作方针，希望

通过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把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提炼出来，使其作为

重要的冬奥遗产得到持续利用，更好地促进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

与发展，并为国际社会所借鉴，助力建设包容性社会。

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薛峰说，《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中国方案》从顶层设计与谋划、实施

方法与步骤、场馆的“中国故事”、包容的“中国智慧”、创新与突

破等方面，阐述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成

果及经验做法，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为未来我国场馆的无障

碍环境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北京冬残奥会遗产成果发布

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王亮）第二十四届中国大学生篮球

联赛男子一级联赛南区赛事近日落幕。广东工业大学队以 106∶70
战胜浙江大学队，夺得南区冠军，球队中锋陈国豪荣膺南区最有价

值球员。

本届联赛分为南北两个赛区，分别在海南省海口市和四川省

绵阳市进行，赛区排名前四的球队晋级全国八强。在南区比赛中，

共有 32 支球队参与小组赛的争夺，小组排名前二的球队晋级淘汰

赛。淘汰赛阶段，多支球队表现亮眼。面对联赛老牌强队华侨大

学队，重庆文理学院队在比赛最后时刻打出精彩攻防，将比分反

超，首次晋级全国八强；宁波大学队凭借加时赛的出色发挥胜出，

第五次打进全国八强；广东工业大学队则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以七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南区冠军，陈国豪场均得到 21.4 分、9 个篮

板和 4.6 次助攻。

根据赛程，北区赛事 7 月 5 日在四川省绵阳市正式开启。32
支球队将在相同赛制下争夺另外 4 个晋级全国八强的名额，全国

八强赛将在四川省成都市进行。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男子一级联赛

南区冠军决出，北区赛事将启

本报北京 7 月 4 日电 （记者孙龙飞）

北京时间 4 日凌晨，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结

束全部项目的比赛，中国队获得 18 金 2 银 8
铜，名列奖牌榜第二、并列金牌榜第一。

本届世锦赛有来自约 180 个国家和地

区的 2000 多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参与跳

水、花样游泳和游泳 3 个项目的角逐。除了

跳水项目拿到 13 金 2 银 2 铜，中国队选手在

花游项目上以 4 金 2 铜的成绩取得历史性

突破，在游泳项目上获得 1 金 4 铜。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收获第一枚奥运

奖牌开始，中国花样游泳队一步一个脚印，

在世界大赛上的名次稳步提升。近 3 个奥

运周期，中国队已经跻身世界花游强队，并

且持续稳定在第二名位置。 2017 年世锦

赛，中国队首次登上非奥项目集体自由组

合的冠军领奖台。5 年后重回故地，中国花

游队再次拿出了上佳表现，在所参加的 6 项

比赛中斩获双人和集体 4 个项目的金牌，混

合双人两个项目也从上届世锦赛的第五、

第六名提升为两个第三名。

东京奥运会后，新一届中国花游队于

2021 年 12 月集结，有待国际大赛考验的新

人成为队伍主力。吃透项目规则，进一步

强化体能，提高音乐编排、同步技术和艺术

表现力等，成为突破的关键。“本届世锦赛，

我们实现了锻炼新人、查找问题的参赛目

标，看到了队员的进步和成长，有勇气去迎

接充满挑战的未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

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赵健说。

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游泳项目上的成

绩不如前几届世锦赛，但多名选手的表现

依然带来惊喜。女子 200 米自由泳决赛，杨

浚瑄以 1 分 54 秒 92 的成绩为中国游泳队夺

得一枚宝贵的金牌，也收获了自己的首枚

个人项目世锦赛金牌。东京奥运会上，她

曾作为中国女子 4× 200 米自由泳接力队的

首棒，助力队伍破世界纪录夺冠，展现了不

俗的实力。

男子 100 米自由泳，17 岁小将潘展乐作

为 2015 年世锦赛后唯一闯入决赛的中国队

选手，以 47 秒 79 的成绩位列第四，取得不小

突破。半决赛中，他更以 47 秒 65 的成绩追

平了宁泽涛保持的全国纪录，未来可期。18
岁的唐钱婷在女子 50 米蛙泳半决赛以 30 秒

10刷新亚洲纪录，决赛中排名第四。

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落幕

中国队共获得 18金 2银 8铜

本报西宁 7月 4日电 （记者贾丰丰、韩

春瑶）2 日，“黄河安澜”第十六届中国·青海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在青海省海东市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开幕，赛事于 3 日至 5 日

举行 3 站比赛，吸引了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11 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始终秉承着“爱我

黄河挑战极限”的主旨，走过了 16 年历程。

本届赛事全面提档升级，由单站赛提升为分

站赛，贵德冬季黄河抢渡极限挑战精英赛第

一次移至夏季举办，赛事也将第一次走进三

江源国家公园腹地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

拉加镇。赛事设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和果洛藏族自治州

玛沁县拉加镇 3 站比赛。其中，3 日进行的

循化站、4 日进行的贵德站设 500 米竞速赛，

5 日进行的拉加站设 300 米竞速赛。一河贯

穿、三站相连、阶梯挑战，是过去 15 届抢渡

赛的全新升级版。这项赛事因海拔高、水温

低、水流急、氧气稀薄等特点，历来受到众多

游泳爱好者青睐，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时

间最长的高水平公开水域群众赛事之一，将

充分体现青海省体育、旅游、生态、文化多业

态融合的成果。

图①：7月 4日，参赛者在贵德站比赛中。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图②：7月 4日，参赛者在贵德站比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第十六届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举行

图①：杨昊/练俊杰（右）在男双十米台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图②：昌雅妮在女子三米板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图表资料来源：国际游泳联合会 本报记者 杨笑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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