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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国际棋联世
界冠军赛中，中国棋手丁立
人经过 14 盘慢棋较量和
4 局快棋加赛，最终以总比
分9.5∶8.5战胜俄罗斯棋手
涅波姆尼亚奇，成为国际象
棋历史上第十七位男子个
人世界冠军。随着中国男
棋手第一次加冕世界棋王
头衔，中国国际象棋界奋斗
35年的“四步走”目标终于
达成。

本报南宁 5月 4日电 （记者庞革平）4日，第一届全国学生

（青年）运动会运动员村竣工暨村委会揭牌仪式在广西南宁举行。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是国家级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也是广西承办的第一个竞技类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将于今

年 11 月在广西举办。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由教育

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承办。运动员村是集中接待赛会南宁赛区参赛的各支运动

队，并提供住宿、餐饮等服务的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338 亩，

总建筑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赛事期间能同时容纳 8500 余名运

动员、教练员入住。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运动员村竣工暨村委会揭牌仪式举行

本报北京 5月 4日电 （记者范佳元）2023 年国际篮联篮

球世界杯抽签结果日前揭晓，中国队与南苏丹队、塞尔维亚

队、波多黎各队被分在 B 组。小组赛阶段，中国队比赛将在菲

律宾马尼拉进行。

本届男篮世界杯将于 8 月 25 日至 9 月 10 日在菲律宾、日

本和印度尼西亚三地举行。参加本次世界杯的球队共有 32支，

依据国际篮联排名，中国队被分为第六档球队。按照小组赛

赛程安排，中国男篮将在 8 月 26 日对阵塞尔维亚队，8 月 28 日

对阵南苏丹队，8 月 30 日对阵波多黎各队。按照赛区划分，亚

洲赛区世界杯成绩最好的球队将直接获得参加 2024 年巴黎

奥运会的资格。

2023年男篮世界杯分组揭晓
中国队与南苏丹队塞尔维亚队波多黎各队同组

本报晋城 5月 4日电 （记者乔栋）日前，山西省晋城市高

平市举办马拉松赛，吸引了来自各地的 6000余名长跑爱好者参

与，甘肃选手李双锁和安徽选手朱丹丹分别以 2小时 29分和 2小

时 55分 54秒的成绩获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本次赛事由山西省田径协会指导，晋城市体育局、高平市

人民政府主办，高平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承办。比赛共设置

全程马拉松（42.195 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 公里）和迷你

马拉松（7 公里）3 个组别。

山西高平举办马拉松赛

本报北京 5月 4日电 （记者郑轶）2023年全国象棋快棋锦

标赛日前在安徽省亳州市结束。经过激烈比拼，孟辰、吴可欣分

获男、女快棋组冠军；王天一、梁妍婷分获男、女超快棋组冠军。

全国象棋快棋锦标赛于 2021 年在亳州首次创办，中国象

棋协会随比赛开始启用象棋棋手快棋等级分。今年来自各地

的 95 名优秀棋手参赛，其中包括 7 名男子特级大师和 2 名女子

特级大师。赛事期间，蒋川、张学潮两名参赛棋手还与亳州当

地象棋爱好者展开 1对 20车轮战，切磋棋艺，推动象棋普及。

全国象棋快棋锦标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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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

会在四川泸州开幕。5 天时间里，来自各

地的 400 余名老年体育爱好者登场交流。

因为周到贴心的服务，一些选手和代表队

向主办方发出感谢信，赛场内外充满温馨

和感动。

老年人体育工作是我国老龄事业及体

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老年群

体健康水平，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具有重要

作用。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引导

更多老年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让老年人

享受健康幸福晚年，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丰富场地供给、提升服务水平是加强

老年人体育工作的关键。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老年人的健身意识不断提升，

健身需求快速增长。丰富老年人健身场地

供给、增加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尤

为重要。当前，各地体育和健身场馆智能

化建设如火如荼，在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的同时，也要兼顾使用智能手机不

便的老年人的需求，积极实施“智慧助老”

行动。此外，社会各界要在老年群体中倡

导主动健康理念，普及科学健身知识，为老

年人健身提供更多指导。

开展赛事活动、完善基层组织是发展老年人体育的重

要一环。“重交流、轻竞技”是老年人体育赛事和活动的鲜明

特点。在第四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上，主办

方提出将坚持“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健康、重在快乐”

的办赛宗旨。为了扩大老年体育爱好者的交流范围，健身

大会还将陆续在其他 13 个市、县举办，比赛项目从 12 个增

加到 14 个。除了健身大会，国内近年来涌现了不少老年人

体育品牌赛事，大力促进了老年人体育的发展。未来，各地

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基层老年人体育组织建设，适应新时代

老年人体育的要求。

近年来，《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关于进一步做好

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对开展老年人体育工

作作出了明确要求和部署。可以预见，随着各项举措不断落

实，我国老年人体育将迎来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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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
工作，引导更多老年人参加
体育健身活动，让老年人享
受健康幸福晚年，是贯彻落
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四局快棋加赛，时间所剩无几。此时，

丁立人突然主动出击，对手应对稍有失误，让

丁立人掠得一兵。弈至 68 回合，这一后翼通

路兵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大门。

北京时间 4 月 30 日晚，从哈萨克斯坦阿

斯塔纳传来捷报：在 2023 年国际棋联世界冠

军赛中，中国棋手丁立人经过 14 盘慢棋较量

和 4 局快棋加赛，最终以总比分 9.5∶8.5 战胜

俄罗斯棋手涅波姆尼亚奇，成为国际象棋历

史上第十七位男子个人世界冠军。

这一重大胜利，为中国国际象棋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随着中国男棋手第一次加冕

世界棋王头衔，中国国际象棋界奋斗 35 年的

“四步走”目标终于达成。

“四步走”规划 35年前提出

丁立人鏖战之际，国际棋联副主席谢军

来到现场观赛。作为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女

子个人世界冠军，她回想起中国国际象棋界

这些年的奋斗与跋涉，不禁感慨万千。

1956 年，国际象棋在我国被正式列为体

育项目。从 1977 年起，中国棋手开始全面参

加各类国际比赛。1986 年，国际象棋国家集

训队在北京集结，展开攻坚战模式的团队合

作。“在我国处于萌芽阶段的国际象棋项目，

谋求竞技成绩的突破可以提振运动员信心、

扩大社会影响力。”谢军说。

1988 年，时任中国国际象棋集训队领导

小组组长的陈祖德，提出中国国际象棋攀登

世界高峰“四步走”的具体设想：先夺女子个

人世界冠军，再夺女子团体世界冠军，随后男

子团体进入世界赛前列，最后夺得男子个人

世界好名次。

这一“四步走”规划在 1996 年被进一步

明确，其中第三步和第四步变得更为清晰：力

争男子团体世界冠军，最终夺取男子个人世

界冠军。

从 1988 年到 2023 年，35 年间中国国际

象棋“前三步”已经完成：1991 年，谢军首夺

世界棋后头衔；1998 年，中国女队首度问鼎

奥林匹克团体赛；2014 年，中国男队首次捧

起奥林匹克团体赛冠军奖杯。而今，最后一

块“冠军拼图”交到了丁立人手上。

今年 30 岁的丁立人一路走来，早已成为

“刷新纪录”的代名词：17 岁成为最年轻的男

子全国个人冠军，两次获得世界杯赛亚军，创

造 100 盘慢棋不败的世界纪录……他一次次

站上中国男棋手攀登棋坛巅峰的新高度。

在中国男队连夺世界团体冠军的征程

上 ，丁 立 人 以 主 力 身 份 多 次 贡 献 关 键 性 胜

局。2017 年，时任中国国际象棋队总教练的

叶江川表示：“男子团体夺得世界冠军后，下

一步就是冲击男子个人世界冠军。快的话，

可能 5 年就冲出来了。”

2022 年 7 月，第三次征战世界冠军候选

人赛，丁立人夺得亚军。随着挪威棋手卡尔

森宣布放弃卫冕，丁立人以替补身份拿到世

界冠军赛的“入场券”。这意味着，中国男棋

手首次有机会冲击世界棋王头衔。“以前想的

是去锻炼、去提高，现在真到拿成绩的时候

了。”出征前，丁立人这样说。

丁立人 3次落后 3次追平

由国际棋联 1886 年创办的世界冠军赛，

以其漫长的赛制，最能检验棋手“成色”。第

二次参赛的涅波姆尼亚奇，从比赛经验、团队

实力到技术准备，都要优于丁立人。“我稍微

看好涅波一点。”前世界棋王阿南德的预测，

代表了大部分观赛者的看法。

丁立人并不惧怕挑战。从 2018 年等级

分首次突破 2800 分大关，他的排名长期稳居

世界前三。2019 年，当丁立人力压卡尔森、

首次获得国际象棋超级巡回赛总决赛冠军

后，叶江川曾评价：“丁立人对棋的领悟和理

解，已经达到世界超一流棋手的层次。”

不过，世界冠军赛的艰苦程度，远非其他

赛事可比。首盘涉险弈和，次盘负于对手，丁

立人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三盘和棋后，丁立

人在第四盘取得漂亮的首胜。随后，涅波姆

尼亚奇再度领先，丁立人再度扳平。上半程

最后一盘棋，涅波姆尼亚奇又获胜，双方在前

七轮比赛中罕见地有 5 轮分出胜负。

比赛早早进入白热化，身在前方的中国

国际象棋男队教练徐俊说：“第七盘棋，丁立

人本来有不错的机会，但没有控制好行棋时

间，遗憾告负。第八盘棋，又是在优势局面下

被对手逼和。在总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接连错

失胜机，对他打击很大。”

但逆境中的丁立人显示出强大的自我调

节能力与抗压能力。第十二盘，他积极进攻，

逼迫对手失误，成功扳平比分。第十四轮，丁

立人与对手鏖战 6 个多小时，顽强守和。最

终，双方在 14 盘慢棋较量中弈成 7∶7。

当比赛被拖入快棋加赛，国际棋联网站

已有六成以上棋迷预测丁立人会取胜。前三

盘快棋，双方接连弈和。关键的最后一盘下

得一波三折，当棋局又要朝和棋发展时，丁立

人毅然发起进攻，精确的行棋反而让对手陷

入时间恐慌，连连失误。“丁立人赢定了！”在

线观赛的中外名将一致认为。

获胜的一瞬，丁立人难掩激动，泪水从他

的眼角轻轻滑落。丁立人坦言，自己在比赛

中一度有过退缩，但最终扛了过来。3 次落

后，3 次追平，他的沉稳表现令人惊叹。

当晚，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发来贺电，向丁立人及中国国际象棋代表团

表示祝贺：你们克服困难，勇于拼搏，沉着冷

静，在比赛中的精彩表现体现了中国青年阳

光自信、昂扬向上的面貌，体现了中国体育健

儿“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担当。

将带动国际象棋普及

对中国国际象棋界而言，这是一个不眠

之夜。社交媒体上，“丁立人夺世界棋王”冲

上热搜；朋友圈里，“创造历史”成刷屏之势。

叶江川感叹：“丁立人的成功完成了几代棋手

的梦想，中国棋手在国际象棋所有顶级赛事

都攀上了顶峰！”

梦想成真的背后，是几十年来中国国际

象棋界团结协作、励精图治的奋斗之路。

谢军还记得，1991 年首次冲击世界棋后

头衔时，队里通过“男帮女”结对训练，帮助她

提高棋力。这一模式从此成为队伍的优良传

统。“那个年代，我们的技术力量和保障团队

比欧美棋手要弱一些，但大家拧成一股绳，劲

往一处使。”迄今为止，中国女棋手已经 14 次

夺得女子个人世界冠军，诞生了 6 位棋后。

如果说，中国国际象棋的“第一步”走得

惊艳，“第二步”则走出了气势。1998 年奥林

匹克团体赛，中国女队展现高出一筹的实力，

提前一轮锁定冠军。而后，更是开启“四连

冠”的辉煌历程。“外国棋手开始不相信我们

能拿冠军，后来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夺冠。”谢

军坦言，中国女队十捧世界团体冠军奖杯，这

种传承的力量弥足珍贵。

相比于中国女棋手的耀眼战绩，中国男

棋手一度给人“绿叶”的感觉。“第三步”何时

实现，成为摆在面前的课题。国际象棋甲级

联赛为年轻棋手提供锻炼平台，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不断创造机会，让优秀棋手走出国门

多参加高水平赛事，为顶尖棋手量身打造对

抗赛，鼓励适龄棋手进入高校深造……多年

努力结出累累硕果，一支梯队完善、实力跃

升、作风过硬的队伍逐渐走向成熟。

2014 年，中国男队以不败战绩夺得男子

奥林匹克团体赛冠军。随后几年间，他们又

接连拿下 4 个世界团体冠军。在叶江川看

来，“这并非一夜之间的飞跃，而是几代棋手

一个个脚印走出来的。”

2018 年奥林匹克团体赛记录下中国国

际象棋的高光时刻：男队和女队双双夺冠，两

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而今，曾经遥远的棋

王奖杯也终于捧在中国棋手手上，让世界棋

坛愈发感受到中国国际象棋的实力。

当年谢军首次夺得棋后头衔，很多孩子

以她为榜样走上学棋之路。现在丁立人加冕

世界棋王，相信会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到这

个项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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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观察R

1991 年，谢军首夺世界棋后头衔，“第一步”目标达成。

1998 年，中国女队首度问鼎奥林匹克团体赛，“第二步”

目标达成。

2014 年，中国男队首次捧起奥林匹克团体赛冠军奖杯，“第三步”目标达成。

2023 年，丁立人加冕世界棋王头衔，“第四步”目标达成。

以上图片均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