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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出好状态 拼出精气神

观众席上已爆发出掌声，黄雨婷和盛李豪

仿佛才回过神来。他们转过身，将手中的气步

枪高高举起，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巴黎奥运会首枚金牌

在沙托鲁射击中心产生。中国体育代表团射击

运动员黄雨婷/盛李豪不负众望，凭借出色发

挥，夺得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

金牌挂在胸前，脸上露出笑容。

奥运首金的争夺万众瞩目，激烈的竞争从

资格赛阶段就已开始。资格赛共有 28 对组合

参与角逐，排名前两位的组合晋级金牌赛，排在

第三、四名的组合参加铜牌赛。想要脱颖而出，

运动员不仅要稳扎稳打，更要做到“零失误”，甚至

超水平发挥。赛场上，黄雨婷和盛李豪沉稳果

断，资格赛每人 30发子弹，他们打出了 632.2环的

好成绩，平均每发 10.5 环以上。最终，他们以资

格赛第一的成绩晋级金牌赛。

金牌赛的争夺备受关注。黄雨婷、盛李豪

与两名韩国体育代表团选手并列站立，后者在

资格赛中以 0.8 环之差排名第二，实力不容小

觑。每一轮射击过后，现场广播都要即时播报

环数和排名。

气 步 枪 混 合 团 体 奖 牌 赛 采 用“ 抢 16”的

规 则 ：选 手 每 人 每 轮 1 枪 ，每 轮 环 数 高 的 队

伍 得 2 分，如果两队环数相同则各得 1 分，第

一个达到 16 分或以上的队伍胜出。几轮较量

下 来 ，中 国 队 组合以 14∶8 顺利拿到赛

点。随后的两轮，韩国队组合连续得分，将

比分追到 12∶14。
中 国 队 组 合 能 否 保 持 优 势 、夺 得 本 届 奥

运 会 首 金 ？ 他 们 用 出 色 的 表 现 作 出 了 回

答 。 盛 李 豪 率 先 打 出 了 10.7 环 的 好 成 绩 ；黄

雨 婷 是 全 场 最 后 一 个 扣 动 扳 机 的 选 手 ，子 弹

出 膛 ，10.8 环 ！ 巴 黎 奥 运 会 首 金 最 终 归 属 中

国 体 育 代 表 团 ，也 让 中 国 射 击 队 再 度 获 得 奥

运首金。

“做好该做的事情，结果水到渠成。”盛李豪

赛后说。

“从资格赛到决赛，每一发都不容有失。两

名年轻选手能扛过来，对他们而言，是一段重要

的成长经历。”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射击

队领队梁纯表示，队员们在赛场上顽强拼搏，打

出了韧性，也拼出了精气神。

在此前多届奥运会上，第一枚金牌往往产

生于射击女子 10 米气步枪项目。10 米气步枪

混合团体是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在本届奥

运会上第一次成为首金项目。

对 17 岁的黄雨婷而言，这枚金牌代表着突

破与超越。从初练射击到奥运夺金，成为射击

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子奥运冠军，黄雨婷仅

用了 8 年。“备赛最难的时候是奥运会之前的冬

训，当时状态不好，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来调整。”

黄雨婷说。

对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盛李豪来说，这枚

金牌意味着成长。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16岁

的他是中国射击队奥运阵容中最年轻的选手，

首次参加奥运会就获得银牌，展现了实力。如

今，盛李豪已成长为中国射击队的主力队员之

一，凭借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奥运夺金目标。

“从每一次比赛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不断进

步。”盛李豪总结。

拼搏与汗水，铺就通往最高领奖台的路。

从入围射击队奥运阵容到参加世界杯、奥运会，

黄雨婷和盛李豪在一系列历练和考验中迅速成

长，不断攀上新高峰。此次夺得奥运首金，他们

又迎来高光时刻。不过，两人很快就平复了激

动的心情。“一切从零开始，我们要专注下一次

比赛。”黄雨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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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黎 7月 27日电 （记者郑轶、李硕）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巴黎奥运会开幕后首个比

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选手在射击、跳水、击

剑、羽毛球、柔道、游泳、赛艇等赛场亮相。

女子重剑个人项目，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

孙一文以 13∶14 负于日本选手吉村美穗，无缘

16 强。唐君瑶和余思涵先后在 1/16 和 1/4 决

赛中负于匈牙利选手穆哈里。赛后，32 岁的

孙一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不畏惧困难，不

害怕失败，一直向前，一直勇敢，一直为热爱

奋斗。”3 天后，孙一文还将与队友参加女子

重剑团体比赛。

羽 毛 球 项 目 27 日 进 行 了 小 组 赛 首 轮 争

夺 ，中 国 队 在 5 个 单 项 比 赛 中 均 取 得“ 开 门

红”——男子单打选手石宇奇以 2∶0 战胜苏

里南选手瑟伦；何冰娇在女子单打小组赛中

以 2∶0 战胜阿塞拜疆选手阿扎赫拉；中国男

双组合梁伟铿/王昶以 2∶0 战胜加拿大组合

董星宇/矢仓尼；混双比赛中，冯彦哲/黄东萍

以 2∶0 战胜美国组合邱恺翔/珍妮·盖；女双小

组赛，陈清晨/贾一凡以 2∶0 战胜马来西亚组

合陈康乐/蒂娜。

赛 艇 项 目 27 日 在 马 恩 河 畔 韦 尔 水 上 体

育 场 展 开 角 逐 。 在 女 子 四 人 双 桨 分 组 预 赛

中 ，东 京 奥 运 会 冠 军 组 合 陈 云 霞/张 灵/吕

扬/崔 晓 桐 位 列 小 组 第 三 ，未 能 直 接 晋 级 A
组决赛，将通过复活赛争取晋级。在女子双

人双桨分组预赛中，沈双美和鲁诗雨排名小

组第三，晋级半决赛。在男子双人双桨分组

预赛中，刘治宇/阿迪里江·苏里坦排名小组

第五，入围复活赛。

柔道项目27日产生两枚金牌。在女子48公斤

级 32 强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选手郭宗英负

于美国选手拉博德。

中国体育代表团选手亮相多个赛场

羽毛球队 5个单项“开门红”

听到广播播报，陈艺文和昌雅妮手牵手踏

上最高领奖台，向全场观众挥手致意。

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

在巴黎水上运动中心开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组

合陈艺文/昌雅妮以 337.68 分的总成绩，夺得女

子双人三米板金牌，帮助中国跳水队实现该项

目的奥运会六连冠。

这是一场高水平对决，最终排名前三位的

组合得分都超过了 300 分，这在整个巴黎奥运

周期的跳水世界大赛中都不多见。面对实力不

凡的对手，陈艺文和昌雅妮把控着自身节奏，将

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

中国女子跳板名将辈出，奥运成绩也十分

耀眼。2021 年东京奥运会，施廷懋和王涵在夺

得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后淡出赛场，重任落在

了陈艺文和昌雅妮肩上。

刚搭档时，两人在体重和技术等方面差异

较大，需要在训练中不断磨合，调整节奏进度。

“那时候我不是很适应，总担心自己的动作不够

标准，陈艺文就耐心指导，帮我放松心态。”昌雅

妮说。

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二人结下深厚

友谊，在训练中相互支持，在生活中敞

开心扉，越来越默契。

2022 年 7 月，陈艺文和昌雅

妮首次以主力队员的身份参

加世锦赛女子双人三米板

争夺，最终以 343.14 的

高分夺得冠军，交出

了一份令人满意

的 答 卷 。 在

此 后 进 行

的 两 届

世 锦 赛

以 及 亚 运

会 、世 界 杯 等

重 大 赛 事 上 ，她

们 从 未 让 双 人 三 米

板的金牌旁落，把女子

跳板的“接力棒”紧紧握在

手中。

然 而 ，想 要 在 竞 争 激 烈 的

国际赛场站稳脚跟，并非易事。携

手 成 为 世 界 冠 军 之 后 ，陈艺文和昌雅

妮成 为 经 常 被 对 手 研 究 的 组 合 ，她 们 也

曾 在 训 练 中 哭 泣 ，但 擦 干 眼 泪 又 继 续 坚

持。“感谢彼此的鼓励，我们才能不断向前。”

陈艺文说。

成为冠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24年3月，

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昌雅妮肩伤

突发，专家建议她休息 3 周，这意味着她和陈艺

文在巴黎奥运会前失去了搭档参加国际比赛练

兵的机会，这给昌雅妮带来不小的打击。恢复

调整期间，昌雅妮尝试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

“我们的大赛经验积攒了不少，有时候停下脚步

调整状态，可能更有帮助。”

今年 5 月，昌雅妮在巴黎奥运会跳水测试

赛复出。在单人项目上，她的发挥较为稳定，最

终获得亚军。

中国跳水队能在国际赛场保持优势，除了

队员不断努力拼搏，也得益于教练和保障团队

的辛勤付出。在备赛奥运会的冲刺阶段，教练

和保障团队努力帮助昌雅妮恢复状态。昌雅妮

的主管教练赵文进说：“我们要给她们注入信

心，帮她们渡过难关。”

来到巴黎赛场，走上跳板的前一刻，主管教

练聂玉弟和赵文进还在跟陈艺文、昌雅妮叮嘱

技术要领和注意事项。带着团队的信任，这对

年轻组合一举夺冠，为中国跳水队延续佳绩。

看完整场比赛，担任电视解说嘉宾的

施廷懋表示，中国跳水队的荣誉不断传

承，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背后

不仅是技术和经验的传承，更是

对梦想的执着、对困难的无畏

和 对 胜 利 的 渴 望 。 她 说 ：

“ 看 着 五 星 红 旗 高 高 飘

扬，让我们尽情享受

这一刻！”

陈艺文陈艺文//昌雅妮夺跳水项目首金昌雅妮夺跳水项目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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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岁的盛李豪和 17 岁

的 黄 雨 婷 摘 得 本 届 奥 运 会

首金，第一次联袂参加奥运

会的陈艺文/昌雅妮顺利夺

冠。巴黎奥运会 27 日刚刚

打开“金牌账户”，中国体育

代表团就夺得两枚金牌，收

获“开门红”的同时，也让人

们 感 受 到 年 轻 选 手 的 青 春

风采。

盛李豪曾在东京奥运会

上夺得男子 10 米气步枪项

目亚军，当时 16 岁的他成

为奥运会射击比赛历史

上 最 年 轻 的 奖 牌 获 得

者。 3 年之后，盛李豪

成功为奖牌“换”了颜

色。少年老成的盛李

豪曾表示，不去想金

牌，在射击场上心无

旁 骛 ，才 能 让 弹 孔

更接近靶心。

陈 艺 文/昌 雅

妮进入中国跳水队

已久，却是奥运赛

场 上 的 新 面 孔 。

在巴黎奥运周期，

两 人 搭 档 参 加 女

子 双 人 三 米 板 项

目，多次在国内外

大赛中夺冠，展现了强劲的实力。“保持平

常心”，从事跳水运动 10 余年的 00 后昌雅

妮分享成功的秘诀。

这些年轻选手不仅洋溢着朝气与冲劲，

也展现了大气与沉稳。训练的磨砺与比赛

的 历 练 ，让 他 们 成 长 为 各 自 队 伍 的 主 力 队

员。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的

平均年龄为 25 岁，其中首次踏上奥运赛场的选

手超过半数。面对激烈的竞争顽强拼搏，是年

轻选手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在奥运赛

场努力蜕变，也将成为他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未来十几天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年轻选手

还将在奥运赛场继续打拼，生动呈现新时代中国青

年的风采。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选手互动交流、结下友谊，共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创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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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中国队组合黄雨婷

（左）/盛李豪在巴黎奥运会射击 10 米气步枪混合

团体比赛中。 本报记者 陶相安摄

图②：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中国队组合陈艺文

（右）/昌雅妮在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

决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李 昊摄

图③：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中国队组合冯彦哲

（右）/黄东萍在巴黎奥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小组

赛中。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图④：当地时间 7 月 27 日，巴黎奥运

会击剑女子重剑个人比赛后的中国队选

手孙一文。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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