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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文昌，村民用鱼竿渔网撑

起一块露天排球场，邀上三五好友，就

能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排球赛；在贵州

榕江，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跨越年龄界

限，只要热爱足球，就可以在“村超”舞

台上一展身手；在陕西宝鸡，走过 18
年历程的“百合杯”乒乓球赛事伴随一

代代市民成长，乒乓球运动注入城市

记忆……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深入实施，群众健身热情不断高涨，参

与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各地一方面发

力解决健身场地短缺、体育设施不足

等问题；另一方面不断优化体育文化

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群众体育品牌赛

事，搭建强身健体平台，带动更多群众

参与健身。借助短视频等传播形式，

不少群众体育赛事在互联网走红，成

为展现一方人文历史、地域风貌的窗

口，让更多人感受体育运动的价值。

本报记者走访海南、贵州、陕西三

地，探寻群众体育赛事开展状况，感受

火热赛事背后，体育带给广大群众的

快乐。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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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2023 年国际棋联女子

世界冠军赛在上海举行，现任世界棋

后居文君与挑战者雷挺婕将通过 12
盘慢棋一决高下。这也是继 2000 年

女 子 世 锦 赛 、2010 年 女 子 世 锦 赛 、

2018 年女子世界冠军赛后，国际象

棋史上第四次出现中国女棋手包揽

冠亚军的场景。

两个月前，中国男棋手丁立人首

次捧起男子个人世界冠军奖杯，几代

国象人奋斗 35 年的“四步走”目标终

于实现。如今，中国棋手同时将棋王

和棋后头衔收入囊中，达成令人瞩目

的新成就。国际棋联日前撰文表示，

从默默无闻起步，到成为国际象棋界

的主导力量，中国国际象棋的崛起之

路值得认真研究。

作为一个非奥项目，国际象棋在

我 国 的 发 展 一 度 被 贴 上“ 小 众 ”标

签。谋求竞技成绩的突破，成为促进

项目普及、扩大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伴随谢军连

夺棋后的步伐，很多孩子以她为榜

样，走上了学棋道路。创办国象联

赛，鼓励开设社会俱乐部，推动国象

进校园、进社区……一套“组合拳”让

国际象棋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一项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不只在

于金字塔尖的耀眼，更依托于金字塔

底座的坚实。棋后之战多次出现“中

国德比”，正是我国国际象棋事业扎

根基层、精耕细作的缩影。在居文君

的家乡上海，每年举办大大小小的国

象赛事上百场，奉贤区海湾镇还在全

力打造“国象小镇”。雷挺婕来自重

庆，国际象棋在当地已成为很多中小

学的校本课程，10 个“全国国际象棋

之乡”中有两个落户重庆。

培育人才的土壤足够丰沃，好苗

子才会茁壮成长。各地脚踏实地推广

国际象棋的点滴积累，最终将汇聚成

竞技场上争金夺银的实力与底气。在

目前各国前十名棋手平均等级分排行

榜上，中国位列第三，整体实力跻身世

界前列。随着越来越多年轻棋手在国

际赛场崭露头角，中国国象后备人才

梯队愈发呈现蓬勃活力。

竞技突破与项目普及的良性互

动，激活了国象市场。更多人对国际

象棋从陌生到亲近，进而参与其中，

感受到智力博弈的乐趣。这样的可

喜变化，源自几十年来国象界矢志不

渝、厚积薄发的奋斗，国际象棋书写

的中国故事值得广大小众项目借鉴。

点滴积累，汇成竞技实力
郑 轶

培育人才的土壤
足够丰沃，好苗子才会
茁壮成长。各地脚踏
实地推广国际象棋的
点滴积累，最终将汇聚
成竞技场上争金夺银
的实力与底气

7 月 1 日下午，中国跳水队在北

京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跳水馆完成

了世锦赛前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队内测验。本次测验以单人项目为

主，部分队员未能展现最佳状态，将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尽快调整。整体

来看，队员们备赛面貌积极努力。

今年游泳世锦赛将于 7 月 14 日

在日本福冈开幕，跳水赛程为 7 月 14
日至 22 日，将产生 13 枚金牌。本次

世 锦 赛 是 2024 年 巴 黎 奥 运 会 资 格

赛，单人项目前十二名、双人项目前

三名可获得奥运会参赛席位。中国

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表示，队伍的首要

参赛目标是力争佳绩，第一时间锁定

巴黎奥运会满额席位。

女子十米台项目，全红蝉没能跳

出自己的训练水平，以 396.95 分的总

成绩位列第二。两届世锦赛冠军陈芋

汐发挥相对较稳、名列第一，尤其是

626C（臂立向后翻腾三周抱膝）动作几

乎得到满分，不过最后一跳 5253B（向

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屈体）出现失

误。“虽然分数看起来还行，但我动作上

还有很大进步空间。”陈芋汐说，“接下

来，我要在入水效果、动作稳定性和体

能方面再努力，细节方面再加强。”

女子三米板项目，陈艺文以出色

的发挥拿下高分，这让她对参赛充满

信心。男子十米台选手杨昊认为自

己的动作掌控力和身体状态还有所

欠缺，希望能够如期恢复。男子三米

板项目，一直以高难度动作和高完成

度著称的王宗源也出现明显失误，他

坦言还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努力。

中国跳水队在 2019 年光州世锦

赛收获 12 金，在 2022 年布达佩斯世

锦 赛 包 揽 13 金 ，展 现 了 强 大 实 力 。

但周继红表示，大赛竞争依然激烈，

队伍不能掉以轻心。“女子跳台我们

有一定优势，但英国队的年轻选手在

今年世界杯上也有亮眼表现；女子跳

板方面，美国队和日本队选手实力不

俗；男子跳板方面，英国队、德国队等

欧洲选手整体实力更高；男子跳台的

竞争也越来越多元化。”周继红分析。

世锦赛开赛在即

中国跳水队举行队内测验
本报记者 孙龙飞

本报北京 7月 3日电 （记者李

洋）当地时间 7 月 2 日，2023 年攀岩

世界杯瑞士维拉尔站落下帷幕。中

国队选手龙见国在速度决赛中表现

出色，以 5.26 秒的成绩成功卫冕，这

也是中国攀岩队本赛季收获的首枚

世界杯金牌。此外，张亮获得男子项

目银牌，邓丽娟摘得女子项目铜牌。

在去年的世界杯维拉尔站上，中

国队在速度赛中取得了两金两银一

铜的历史最好成绩。当时，龙见国首

次亮相世界杯赛场便夺得男子速度

金牌。时隔一年再次站上最高领奖

台，龙见国难掩激动：“维拉尔是我征

战国际赛场的起点，希望能把好状态

延续到世锦赛上，顺利获得巴黎奥运

会参赛资格。”

7 月 7 日至 9 日，国家攀岩队速

度组将到法国参加世界杯霞慕尼站

的比赛。

攀岩世界杯速度赛

中国队获得一金一银一铜

图①：贵州榕江，“村超”比赛期

间，群众进行传统文化表演。

杨再明摄（人民视觉）

图②：陕西宝鸡，选手在第三十一

届百合杯乒乓球联赛比赛中。

刘为深摄（人民视觉）

图③：海南文昌，村民在沙滩上打

排球。

袁 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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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7月 3日电 （记者刘

军国、刘硕阳）3 日，杭州亚残运会代

表团团长大会在杭州开幕，亚洲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残奥委员会代表线

下参会，13 个国家和地区的残奥委

员会代表线上参会。

大 会 期 间 ，杭 州 亚 残 组 委 将 向

45 个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残奥委员会

发布亚残运会政策与程序，并与参会

代表团举行预注册会议，就注册、竞

赛报名、住宿分配等信息进行沟通确

认，为赛会资源调配提供依据。此

外，各代表团还将走访、考察奥体中

心场馆群、竞赛场馆以及亚残运村等

场所，全面了解各场馆设施配套和场

地条件。

杭州亚残运会代表团团长大会开幕

本报青岛 7月 3日电 （记者范

佳元）3 日，中国男篮国家集训队在

青岛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公开课

上，中国男篮队员展示了传接球、全

场跑位传球和投篮练习。

根据中国篮球协会的安排，中国

男篮 18 名球员于 6 月 23 日至 7 月 6
日在青岛展开集训，备战篮球世界杯

和杭州亚运会篮球比赛。根据世界

杯抽签，中国队与南苏丹队、塞尔维

亚队、波多黎各队被分在 B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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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主教练乔尔杰维奇介绍，

集训结束后，国家集训队将于 7 月上

旬赴欧洲拉练，与斯洛文尼亚队、德

国队等队伍进行热身赛。

中国男篮国家集训队举行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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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在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福园

村，一场排球赛准时开赛，球场外挤满

了观众。发球、吊球、拦网、扣球，村民

们轮番上阵，现场气氛热烈，比拼一直

持续到夜幕降临。

这样的排球赛，每晚都会在文昌市

大大小小的村落里上演。两根鱼竿一

撑、一张渔网一拉，便组成一个简易球

场，椰子叶编织的球里塞进椰子丝便成

了自制排球……这项上世纪初传到文

昌的运动，如今已经在椰林树影间扎下

根来。

“文昌人爱打排球，即使农忙时节，

只要有空闲，也会约上朋友打比赛。这

已成为我们的日常休闲方式。”潭牛镇

村民韩健说。文昌被誉为“排球之乡”，

从老人到孩子，几乎都爱打排球。无论

是在被椰树环绕的露天球场，还是搭起

棚子的室内球场，总能看到练习球技或

者火热比赛的情景。

宝玉村排球队队员黄守国今年 38
岁，从上高中时打校队联赛，到如今参

加乡镇排球联赛，20 多年来，他的生活

一直有排球为伴。如今，他开始教孩子

们打排球。“文昌排球的传统要继承下

去，希望孩子们从中获得健康、享受快

乐。”黄守国说。

2020 年 11 月 2 日，“国家体育训练

南方基地——海南文昌·沙滩排球”正

式揭牌。如今，基地常年安排国家沙滩

排球队和全国各省份沙滩排球队的集

训，还举办了各级各类有影响力的沙滩

排球赛事。这座滨海小城，正因排球运

动越来越为人所熟知。

体育赛事的火热，也带动了文昌文

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文昌

通过举办沙滩排球节等特色体育活动，

不断促进体旅融合，带动体育消费。

6 月 30 日晚，2023 年“九九杯”海南

（文昌）乡镇排球联赛在文昌市龙楼镇

开幕，来自全市 17 个乡镇的 20 支队伍

将在一个半月内，进行两个阶段 52 场精

彩激烈的对决。赛事将吸引更多人参

与排球运动，营造更加浓厚的全民健身

氛围。“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文昌排球

的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让 群 众 体 育 更 多

姿，让人民生活更多彩。”文昌市旅文局

局长鲍光余说。

海南乡村振兴排球联赛、三亚村际

排球联赛、“美丽乡村杯”九人制排球邀

请赛、海口乡村排球联赛、定安县乡村

排球联赛……各具特色的排球赛事，让

当地群众对排球的热爱融入生活，幸福

生活更有滋味。

海南文昌——

椰林树影 扣响排球快乐
本报记者 孙海天

“‘圆月弯刀’再现赛场，小瑞村球员

任意球破门！”6 月 10 日，贵州省榕江县

的足球场上，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现场解

说，一场“村超”比赛激烈进行。球场上，

“鱼跃冲顶”“彩虹过人”等精彩动作频繁

上演，观众喝彩连连；球场外，各村啦啦

队队员身着民族盛装、肩挑土特产、载歌

载舞，近 5 万人现场观看，氛围火热。网

络直播吸引了近 6000 万人在线观看，榕

江群众体育赛事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全村人慷慨解囊，平均每人出 20
元，给我们凑齐了参赛经费。有乡亲们

的支持，根本不需要动员，我们必须向前

冲！”石世毕是古州镇车江二村足球队队

长，他介绍，这支业余球队的队员来自各

行各业，既有钢筋工、货车司机，也有教

师、厨师、商贩。

“村超”，是观众送给贵州榕江和美

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美称。这项乡村体

育赛事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队伍组

织、赛程安排到节目表演、奖励奖品，所

有环节均由村民自发组织、自行决定、自

行实施。

此番赛事共有来自 20 个村的 20 支

队伍参加，周五、六、日都有比赛，赛季较

长，将于 7 月 29 日进行决赛。每支球队

的队员均来自本村，不仅职业五花八门，

年龄跨度也比较大，从 15 岁到 55 岁不

等，但他们的目标一致：尽情享受足球运

动的快乐。

“广泛参与是群众体育赛事的天然

优势。”榕江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勃介绍，

“村超”搭建了一个全民参与的体育舞

台。有的球员从省外返乡参加比赛，有

的球迷白天提前赶来抢座位，各村的啦

啦队也组织得井然有序。

每逢比赛日，寨蒿镇高表村村民刘

贞荣总会叫上女儿，早早赶到体育场周

边摆摊卖凉粉和杨梅汤，平均一天能赚

400 元。徐勃表示，乡村足球比赛不仅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带动县

城及周边的经济发展，为群众增收开辟

了新渠道。“赛事期间，体育场周边摆满

临时摊位，为观众提供餐饮美食、农特产

品……”以“村超”为平台，榕江县推广销

售杨梅、罗汉果、青白茶等农特产品，累

计销售额达 835 万元。

“ 村 超 ”扩 大 了 榕 江 的 知 名 度 ，火

热 的 赛 事 形 成 了 独 特 的 吸 引 力 ，不 少

游 客 慕 名 前 来 。 据 初 步 统 计 ，5 月 13
日 以 来 ，榕 江 县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42 万 余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超 1.3 亿 元 。

“乡村足球赛形成了辐射效应，体育文

化助经济红火，促乡村振兴。”徐勃说，

等 赛 事 结 束 ，县 里 准 备 邀 请 各 地 的 足

球 队 来 榕 江 踢 球 ，进 一 步 推 动“ 村 超 ”

赛 事 品 牌 持 续 发 挥 带 动 作 用 ，助 力 乡

村振兴。

贵州榕江——

西南村寨 释放绿茵激情
本报记者 苏 滨

华灯初上，陕西宝鸡，广场上、公

园里、河堤边的一张张乒乓球台围满

了打球的市民，“乒乒乓乓”的击球声

与人群的欢笑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

热闹非凡。

“咱宝鸡，就是一座‘乒乓城’。”61
岁的宝鸡市民张彦林说。握上乒乓球

拍，他步伐稳健，左右开弓，围观的人

连连赞叹。张彦林笑着说：“退休后，

打乒乓球成了我的‘新职业’，我每天

都练 3 小时球，现在正为下半年举行的

‘百合杯’做准备呢。”

张彦林口中的“百合杯”乒乓球联

赛一年举行两届，如今已经举办了 39
届，18 年间总参赛人数超过 4 万人次。

这项群众赛事在宝鸡持续掀起乒乓球

运动热潮，更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乒乓

球爱好者汇聚一堂。

工人、职员、农民……不同职业、

不 同 水 平 的 乒 乓 球 爱 好 者 都 可 以 在

“百合杯”上一较高下，感受乒乓球运

动带来的快乐。“在赛事组织上，我们

本着‘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理念，尽

可 能 覆 盖 更 多 人 群 ，带 动 更 多 人 参

与。在宝鸡，从城市到乡村，乒乓文化

已经深入人心。”宝鸡市乒乓球协会主

席张宝祥说。

今年 3月，辽宁灯塔久恒防水队前来

参加第三十九届“百合杯”比赛，领队李鹤

成感慨万千：“比赛现场既热烈又温馨，

宝鸡的乒乓球氛围太好了，真让人羡慕！”

在当地，许多孩子进入乒乓球俱

乐部练习。今年 9 岁的张楚涵，不到 5
岁就开始打球，“宝鸡的乒乓球俱乐部

特别多。乒乓球不仅能让孩子锻炼身

体，还能让他交到朋友、磨炼意志，运

动带来的好处太多了。”张楚涵的姥姥

说。今年 3 月，张楚涵第一次参加“百

合杯”，他自豪地说：“我的对手有初中

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一上场比赛我就

特兴奋，虽然只赢了一场，但这份快乐

能持续很久。”

在当地农村，乒乓球也深受欢迎，

不少村子都成立了乒乓球协会。2021
年，岐山县农民乒乓球协会成立，当地

的乒乓球爱好者陈长林说：“现在协会

已经有 1000 多名会员。我们成立协会

的初衷就是想弘扬‘百合杯’的办赛理

念，让更多群众爱上乒乓球运动，多一

个展示交流的平台。”陈长林说。

在“百合杯”的带动下，各类乒乓

球赛事在宝鸡落地生根，月月有大赛、

周周有小赛、日日有活动。宝鸡市乒

乓球协会秘书长田俊清介绍，目前宝

鸡市每年举办大型群众乒乓球赛事 10
余项，经常参加乒乓球运动的群众超

过 10 万人，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深入，越

来越多的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

陕西宝鸡——

公园广场 涌动乒乓热潮
本报记者 原韬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