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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岁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选手叶

诗文在最后 50 米反超对手，获得杭州

亚运会女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银牌，

她 的 表 现 赢 得 现 场 观 众 阵 阵 喝 彩 。

2014 年仁川亚运会，叶诗文夺得该项

目金牌，9 年后再次来到亚运赛场，对

游泳的热爱以及永不言弃的信念，支

持她全力拼搏，再次站上领奖台。

这 种 拼 搏 精 神 传 递 给 更 多 运 动

员，激励他们在赛场奋勇争先。比叶

诗文小 9 岁的余依婷和她同场竞技，

入水后一路领先，最终以打破赛会纪

录的成绩夺得女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

金牌。“叶诗文是我的榜样，我们互相

鼓励，顺利完成取得前两名的目标。”

余依婷的话流露出自信。

个人混合泳项目包含 4 种泳姿，

能在这个项目上取得好成绩折射出队

伍的人才厚度。近几年，余依婷通过

比赛历练快速成长，叶诗文复出后努力训练恢复状态，二人并

肩作战，不断提升队伍竞争力。从站上赛场到登上领奖台，每

一次坚持与突破都印刻着体育健儿对运动梦想的不懈追求。

本届亚运会，中国射击队不少年轻选手崭露头角，这两天

佳绩不断。女子 10 米气步枪团体赛结束后，曾在亚运会获得

多枚金牌的中国射击名宿王义夫，为夺冠的中国队小将颁

奖。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受到新老运动员之间的接续奋斗和

精神传承。

生活中更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已经参加过 8 届

奥运会的乌兹别克斯坦体育代表团选手丘索维金娜，第五次

踏上亚运会女子体操赛场。当她从跳马上稳稳落地的那一

刻，观众致以热烈的掌声，她也对观众挥手表达谢意。

为每一次拼搏喝彩，为每一次突破点赞。各代表团运动

员追求卓越，挑战极限，用拼搏创造佳绩，在亚运赛场书写动

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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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杭州亚运会七人制橄榄球女子和男子项目决

赛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体育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

七人制橄榄球女队和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七人制橄榄球男队

分别战胜日本女队和韩国男队，获得冠军。可容纳 1.3 万名观

众的体育场几乎坐满，大学校园里，处处洋溢着亚运气息。

本届亚运会，浙江 6 所高校承担了 7 个项目的赛事保障任

务，赛事的组织筹办呈现鲜明的校园特色。当亚运与高校相

遇，也在校园撒下热爱体育的种子。

师生参与赛事服务

承担亚运赛事服务的高校已形成浓厚的体育氛围。浙江

工商大学女篮已经两次夺得大学生篮球联赛女篮二级联赛全

国总冠军；杭州师范大学排球氛围渐浓，还引入了专业选手曹

芳平担任学校排球队教练；在浙江工业大学，篮球、乒乓球、羽

毛球等项目的校园比赛精彩不断……

7 项 亚 运 赛 事 的 保 障 服 务 基 本 要 由 高 校 完 成 ，任 务 艰

巨。浙江工商大学文体中心新闻宣传中心主任喻蔚坦言：“大

家以前不懂场馆怎么运行，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

通过培训和测试赛的历练，一大批师生提升专业能力，走上了

赛事服务的第一线。”

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体育馆，一批训练有素的排

球场“快擦手”引发了球迷的关注。每到比赛间隙，这些等待

在场地四周的年轻人就冲入赛场、迅速清理场地。曹芳平担

任排球比赛场区主管，她介绍，“快擦手”们从 6 月便开始培

训，他们要进行体能训练，比如快速折返跑；还要锻炼观察力、

提升敏锐度，以便在不干扰比赛的前提下提供优质服务。

除了精彩的比赛，校园场馆的灯光、音响和舞美设计也给

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一首首颇受欢迎的热场歌曲时常引发

全场合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场馆群常务副指挥长、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副校长杨勇介绍，亚运会比赛是该校承担保障服务任

务的最高级别的赛事，全校师生都深感荣幸，积极参与。

场馆运营体现节俭

在举办杭州亚运会赛事的高校场馆中，浙江师范大学（萧

山校区）体育馆是唯一一座新建竞赛场馆，其他场馆均为改造

而来。各高校践行“绿色”“节俭”理念，提升现有场馆软硬件

水平，满足亚运会办赛标准。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馆的外形酷似一个巨大的飞碟，

原本是该校的篮球馆。3 年前，该场馆进行了升级改造，成为

拥有 5 条击剑道、近 5000 个座位的亚运击剑场馆。值得一提

的是，场馆内已经“17 岁”的观众席座椅翻新后再次利用，单

是这一项就给改造项目节约 400 万元。

举办手球比赛的浙江工商大学文体中心场馆升级了原有

的灯光系统，日常运行开启省电模式，赛时开启比赛模式。此

外，场地翻新后，校方将保护性拆除的木地板送给淳安县汾口

中学，并协助安装到该中学体育馆的水泥地上。如今，这些

“再生地板”已在汾口中学使用了近 3 年，既节约了资源，还改

善了孩子们的运动环境。 项目“种子”生根发芽

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一座达到亚洲一流标准的

板球场得到了各参赛队伍的好评。对草坪环绕的板球场来

说，中间球道的用土很讲究。这块黏土覆盖的长方形区域宽

3.05 米、长 20.12 米，比赛时投球和击球都要在球道上完成。

杭州亚组委及场馆建设方在各地寻找了 27 份土样进行分析，

并送至亚洲板球联合会检测。最终，找到了最接近标准的

黏土。

“因为在学校场馆举办亚运板球比赛，大家开始了解板球

项目，不少学生成为该项目的爱好者。”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

区）赛区媒体运行主任周杰说。

亚 运 赛 事 在 高 校 举 办 ，对 校 园 体 育 的 促 进 效 果 明 显 。

杨 勇 介 绍 ，亚 运 会 比 赛 结 束 后 ，热 身 馆 将 作 为 羽 毛 球 馆 向

广 大 师 生 开 放 。 比 赛 主 馆 中 的 很 多 设 施 也 将 保 留 。 借 助

这些设施，学校将开设更多击剑课程、组建击剑俱乐部，带

动校园击剑运动发展。

本届亚运会前，浙江工商大学就已组建起男子和女子手

球校队。建队时间虽不长，队员的成长与进步却让教练齐雨

梅颇感欣慰，“初来训练时，大部分队员对手球了解不多，但他

们满怀热情，在赛场全身心投入。几个月的时间，队员们的个

人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都有明显提升。”喻蔚表示：“有一流场

馆的保障，学校形成了浓厚的运动氛围，将在亚运会后举办更

多手球比赛。”

因为与亚运会结缘，手球、板球、橄榄球等项目成为大学

生的体育选修课。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姬文菁此前从

未接触过手球，从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在的“身手敏捷”，她

表示从运动中收获很多，“接下来，我会着重提升反应速度和

对抗能力。”

“亚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比赛结束了，这项运动在我们的校

园里开始流行。”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赛事运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们会保留橄榄球课程，让更多同学感受这项运动

的魅力。”

浙江6所高校承担7个亚运项目赛事保障任务

大学校园，绽放亚运精彩
本报记者 陈晨曦 王 亮 陶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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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氛围、胶着的比分、响亮的呐喊……9 月 25 日晚的

杭州临安体育文化会展中心体育馆，杭州亚运会跆拳道比赛

气氛火热，不少泰国观众来到这里，观看泰国体育代表团选手

巴尼巴·翁巴达那吉的比赛。

在跆拳道女子—49 公斤级别，翁巴达那吉是实力最强的

选手之一。尽管只有 26 岁，但她已经是奥运会和亚运会的金

牌得主。在当晚进行的决赛中，翁巴达那吉以 2∶1的成绩战胜

中国体育代表团选手郭清，成功卫冕。“我的家人也来到现场看

比赛，能够在杭州亚运会夺冠，我非常开心！”翁巴达那吉说。

翁巴达那吉的父母是体育爱好者，她在父亲和哥哥的影

响下练习跆拳道。翁巴达那吉曾多次表示，自己的榜样是两

届奥运会冠军、中国跆拳道选手吴静钰。

现为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的吴静钰，曾连续在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夺得金牌。而翁巴达那

吉也沿着榜样的脚步一步步成长为世界冠军。2016 年里约

奥运会上，未满 20 岁的翁巴达那吉收获了一枚铜牌。5 年之

后的东京奥运会上，她终于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如今，翁巴达那吉已经成为年轻运动员追赶的目标。“这

是我和她之间的第二次交手，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激励，督促

我不断做得更好。”赛后，获得亚军的郭清表示。

榜样的力量激励人心，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可以对项目

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银牌的塞

尔维亚选手博格达诺维奇就表示，自己最常看的就是吴静

钰的比赛录像。

从崇敬榜样、追赶榜样，到战胜榜样、成为榜样，运动员互

相激励、相互促进、共同成长，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动人之处。

泰国体育代表团跆拳道选手翁巴达那吉—

从追赶榜样到成为榜样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图①：9 月 26 日，女子个人佩剑半决赛，韩国体育代

表团选手尹智秀（左）与乌兹别克斯坦体育代表团选手扎

伊娜卜·达伊别科娃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图②：9 月 24 日，男子手球小组赛，中国体育代表团

选手胡晋铭（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图③：9 月 26 日，女子七人制橄榄球决赛，中国体育

代表团选手和日本体育代表团选手（前）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④：9月 26日，帆船项目女子快速艇—49人 FX级比

赛，中国体育代表团选手胡晓宇/单梦缘（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图⑤：9 月 26 日，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国

体育代表团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王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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