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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体育力量 中

国精神”中国体育文化展在

全国巡展。一张张珍贵图片

和海报，生动展现了新中国

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与辉煌

成就。重温经典瞬间，让人

心潮澎湃。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

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团结

奋进的体育故事与时代同频

共振，一次次激荡中华儿女

的奋斗豪情。行进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传承中华体育文化，将为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强大

的精神力量。

回望 2023 年，中国运动

员用拼搏成就梦想，用奋斗

书写佳绩。从多名网球选手

取得突破，到丁立人勇夺国

际象棋男子个人世界冠军，

再到中国女篮时隔 12 年再捧亚洲杯，中国运动员的

自信、阳光、开放，透过体育之窗精彩呈现。

文化自信自强，投射在竞技舞台，也绽放在广袤

乡村。在以“村 BA”“村超”为代表的乡村赛事中，在

冰雪运动热潮中，在日渐壮大的跑步、骑行人群中，

体育文化以多样形态走进千家万户，让人们收获更

强健的体魄、更积极的心态。全民健身中展现的昂

扬风貌，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体育铺路搭桥，文明交流互鉴。从成都大运会

到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和创

新活力借助赛事平台充分展现，传递出和平友好、开

放共赢的信号。抓住办赛机遇，讲好体育故事，将为

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拥抱世界搭建更多桥梁。

新 时 代 气 象 万 千 ，呼 唤 体 育 事 业 展 现 更 大 作

为。不断提升体育文化感召力，需要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久久为功，生机勃勃的体育画卷必

将绽放更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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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传承中华
体育文化，将为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
提供强大的精神
力量

“2024 年要为巴黎奥运会卫冕而努力。”这

是体操奥运冠军邹敬园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的

新年寄语。作为体操队的主力选手之一，邹敬

园正全力投入冬训，打磨细节、提升能力，期待

一步一个脚印，在巴黎奥运会再攀新高峰。

目前，各支国家集训队都陆续进入了冬训

阶段。这是巴黎奥运会前最后一个冬训，也成

为各支队伍夯实基础、积极备赛的关键期。运

动员们全力以赴、顽强拼搏，为赛场上再创佳

绩积蓄力量。

多措并举 提升心理素质

2023 年的最后一天，羽毛球队组织了备赛

奥运冬训赛，参赛队员分成两组，在 11 分制的

对决中奋勇拼搏。

“不打到最后一球，胜负难分。这提醒我

们球不落地，绝不放弃。”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张军说，羽毛球队在 2023 年经历了苏迪曼杯、

亚运会团体赛落后局面追分的考验，值得用心

复盘。此次冬训，队伍在打磨技术的同时，也

要积极调整心态，储备好打硬仗的能力，“队员

们要继续发扬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作风，全

力投入到新的训练和比赛中。”张军说。

锤 炼 心 态 成 为 各 队 在 冬 训 中 的“ 必 修

课”。在比赛关键时刻能否稳住心态，发挥出

应有水平，心理素质起到重要作用。

射击队训练馆内，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

一边是准备瞄准射击的运动员，另一边则是由

教练员、运动员组成的“啦啦队”。在热烈的氛

围中，队员们一次次扣动扳机，完成射击。

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王炼表示，射击比赛对运动员心理素质要

求极高，通过在训练中制造噪声，可以锻炼运

动员的抗干扰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大赛氛围，

提高专注度，这也是射击队运用多年的训练

方法。

为强化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各队在冬训中

还采用外聘心理专家授课等方式，加强对运动

员的心理辅导，帮助他们以良好的心态投入到

巴黎奥运会备赛中。

“我们要结合运动员特点，按照不同阶段、

不同项目的侧重点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工作方

案。”举重队科研团队工作人员说，这个奥运周

期，举重项目的奥运资格获取方式发生了很大

变化，队伍在冬训中的训练节奏和计划也随之

调整，“主要是帮助队员们做好情绪调整和注

意力集中。”

赛练结合 检验训练效果

在 2023 年 12 月 举 行 的 国 际 乒 联 混 合 团

体世界杯比赛中，作为主力出战的樊振东收

获颇多。他说：“新赛制考验运动员在关键时

刻的应变能力，这要求我们在训练中不断提

升能力，做足应对困难的准备。”樊振东把这

个冬训视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他表示要

利用冬训努力调整状态，为新赛季的各项赛

事积蓄力量。

“我们为队员量身定制了科学训练方案。”

乒乓球队领队何潇介绍，队伍在冬训期间赛练

结合，主力队员有针对性地解决技战术中存在

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实力，队伍还组织年轻队

员积极开展队内测试赛，以此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保持良性竞争氛围，让更多队员得到锻炼。

体操队 2023 年在国际大赛上取得了优异

成绩，为备赛巴黎奥运会增添了信心。体操男

队教练组组长金卫国表示，队伍的精气神很

足，参加冬训的积极性很高。他介绍，目前，体

操男队主要围绕专项体能、单项动作等进行针

对性训练，每周进行测试。“我们希望通过定期

测试，检验队员的训练效果，让他们拥有更好

的竞技状态。”

在开展冬训的同时，羽毛球队还征战新赛

季国际赛事。在日前结束的马来西亚羽毛球

公开赛中，中国队取得了男双和女双两项冠

军。梁伟铿/王昶在男双决赛首局落后的情况

下连扳两局，最终夺冠。刘圣书/谭宁和队友

张殊贤/郑雨包揽女双冠、亚军。年轻队员在

关键时刻敢打敢拼、勇于发挥，他们表示，比金

牌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宝贵的经验。

“这次夺冠为我们增添了信心，也检验了

冬训前期的训练成果。通过比赛，我们还发现

了一些问题，需要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弥补不

足。”刘圣书说。

团结协作 抓好梯队建设

举 重 奥 运 冠 军 石 智 勇 在 冬 训 中 全 力 以

赴。此前，石智勇受到腰伤困扰，但他克服困

难，重返训练场。冬训中，他与团队密切配合，

每天专项训练后都进行充分的辅助练习及放

松治疗，以保证第二天正常训练。石智勇的拼

搏精神也带动了队里的年轻队员，22 岁的刘焕

华在 2023 年世锦赛和杭州亚运会中都获得了

金牌，他在训练中一丝不苟，希望利用冬训进

一步提升实力。

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表示，全队上下目

标明确、拼劲十足。“运动员的冬训目标都锁定

各级别的世界纪录，我们将贯彻高标准、严要

求，进一步加强专项训练，提升比赛中的成功

率和稳定性。”

此次冬训，体操女队阵容较为齐整。在杭

州亚运会、2023 年世锦赛表现突出的邱祺缘、

周雅琴、欧钰珊、章瑾等队员状态良好，一批更

年轻的选手也在冬训中提升能力，增强动作难

度 。 此 外 ，罗 欢 、杜 思 雨 等 队 员 也 重 回 训 练

场。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丽明表示，这些队

员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特点突出，她们能对

年轻队员起到很好的传帮带作用。

男子手枪速射运动员李越宏在 2023 年创

造佳绩，在射击世锦赛上，他以决赛 39 中的成

绩夺冠，刷新了世界纪录，为中国队拿到男子

手枪速射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此次冬训，李

越宏目标明确，“全力以赴保持状态，比好奥运

选拔赛。”

积蓄力量 提升竞技水平
—国家队各支队伍备赛巴黎奥运会冬训进行时（下）

本报记者 季 芳 孙龙飞

核心阅读

目前，各支国家集训队都
陆续进入了冬训阶段。这是
巴黎奥运会前最后一个冬训，
也成为各支队伍夯实基础、积
极备赛的关键期。

本报北京 1月 21日电 （记者孙龙飞）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2024 年亚大区轮椅篮球

锦标赛于 20 日进行了五人制女篮决赛，中

国队以 54∶35 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由此获

得 2024 年巴黎残奥会参赛资格。当日，中

国男队以 86∶74 战胜东道主泰国队，在五人

制比赛中获得第五名。

本次锦标赛共有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1 支男队和 9 支女队参加，五人制男篮和

女篮比赛冠军队伍直接获得巴黎残奥会参

赛资格。为推动项目发展，本次锦标赛期间

还举行了三人制篮球比赛，中国女队以 6 场

全胜的成绩获得冠军，男队以 4 胜 2 负的成

绩获得第三名。

中国轮椅女篮获得巴黎残奥会参赛资格
本报北京 1月 21日电 （记者李洋、季芳）第

四届冬青奥会 21 日在韩国江原道进行第二个金

牌日的争夺，中国队在短道速滑项目上发挥出

色，收获 2 金 1 银，目前共获得 3 金 3 银，暂列奖牌

榜第三。

在当天进行的短道速滑女子 1000米决赛中，

中国队选手李金恣和杨婧茹全程领滑，最终分别

包揽冠、亚军，率先撞线的李金恣成绩为 1分 40秒

803。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决赛，中国队选手张

心喆状态极佳，以 1分 26秒 257夺得冠军。

20 日，在短道速滑女子 1500 米决赛中，杨婧

茹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冬青

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李金恣紧随其后获得银

牌。在该项目男子组决赛中，张心喆摘得银牌。

第四届冬青奥会中国队再入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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