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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9 月 1 日上午，在秘鲁利马举行

的世界青年（U20）田径锦标赛女子链球决赛

中，17 岁的中国队选手张家乐第一投便投出

68 米 95 的好成绩，并凭借这一投最终夺得冠

军，为中国队本届田径世青赛的征程画上了

圆满句号。

本届田径世青赛，共有来自 134个国家（地

区）代表队的 1720名运动员参赛。为期 5天的

比赛里，中国队选手获得 4 金 4 银 3 铜，位居

奖牌榜第三名，创造了中国队 2006 年北京世

青赛后的最好成绩。

优势项目表现精彩

在女子 10000 米竞走决赛中，19 岁的中

国队选手白玛卓玛以 43 分 26 秒 60 的成绩夺

得冠军，刷新了该项目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

成绩；队友陈美伶以 44 分 30 秒 67 的个人最

好成绩获得银牌。

中国队在女子铁饼项目中也包揽金、银

牌，韩冰杨以 57 米 57 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冠，

黄静如以 56 米 47 的成绩夺得亚军。此外，严

子怡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夺得冠军。

竞走和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队的传统优

势项目。从伦敦至巴黎的 4 届奥运会中，中

国队在田径项目中夺得 7 枚金牌，全部出自

这两大项目。本届世青赛，中国队的 4 枚金

牌同样来自竞走、女子投掷项目，中国队选手

延续了中国田径的优势。

“相信经过 4 年备赛，中国田径在洛杉

矶奥运会上会更加夺目。”巴黎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冠军杨家玉说。中国队选手在

世青赛上的优异表现，为这份期待注入更多

底气。

多个项目取得突破

男子铅球（6 公斤）决赛中，18 岁的中国

队选手葛庭硕凭借第五投成绩 19 米 67 最终

获得第六名。“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我有点

紧张，没能发挥出最佳水平。”葛庭硕说，“我

要总结经验，争取下一次比得更好。”

男子标枪决赛中，前五投领先的中国队

选手汪小波在最后一投被斯洛文尼亚队选手

泰尔舍克反超，最终以 75 米 50 的成绩获得

银牌。

本届世青赛，中国队年轻运动员在一次

次突破中得到历练。陈圆将以 13 秒 21 的成

绩获得男子 110 米栏（99 厘米栏高）铜牌，刷

新该项目的全国青年纪录；李艺和马英龙分

别夺得女子、男子三级跳远的亚军、季军；刘

英兰和何锦櫶分别闯入了女子 200 米、男子

100 米决赛。在赛事前八名积分榜上，中国

队以 111 分位居第三。

混合 4× 400 米接力决赛中，由付浩然、王

雅伦、艾力西尔·吾买尔和刘英兰组成的中国

队以 3 分 21 秒 27 的成绩获得季军，这是中国

队首次在世界大赛中收获 400 米接力奖牌。

“这对团队和我个人来说，都是好的开始。”刘

英兰说，“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选手加入混合

接力。”

满怀期待迈向未来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田径队

收获 1 金 1 银 2 铜。与伦敦、里约和东京奥运

会上各夺得两枚金牌相比，中国田径队在巴

黎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奖牌数有所下滑，不

少小项仍仰仗老将，年轻选手任重道远。

“站上赛场，我唯一想的就是要快点、再

快点！”艾力西尔·吾买尔说。本赛季，他已

经将男子 400 米短道全国纪录、男子 400 米

全国青年纪录收入囊中，“接下来我要打好

基础，希望为提高中国男子 400 米项目作出

贡献。”

17岁的何锦櫶跑出 10秒 06的成绩，15岁

的陈妤颉一次次刷新亚洲和全国青年纪录，

16 岁的严子怡投出奥运会达标成绩……近

年来，中国队年轻选手取得的一项项佳绩让

人们燃起信心。

南京室内世锦赛、广州世界接力赛、东京

田径世锦赛将接踵而至，在通向洛杉矶奥运

会乃至更长远的征程中，中国田径选手将不

断经受考验。努力成长，迈向更大的舞台，他

们的未来值得期待。

上图：中国队选手陈圆将（中）在利马田

径世青赛比赛中。 新华社发

在利马田径世青赛夺得4金

中国田径展现青春风采
本报记者 刘硕阳

当巴黎残奥会金牌挂到 41 岁

的杨月胸前，法兰西体育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第六次残奥之旅，她终

于把奖牌换成了金色。

当地时间 9 月 1 日，巴黎残奥会

女子铁饼 F64 级决赛，中国队选手

杨月以 42 米 39 的成绩夺冠。另一

名中国队选手姚娟以 0.41 米之差紧

随其后，摘得银牌。“没想到能在巴

黎刷新赛季最好成绩，我终于圆了

金牌梦。”杨月难掩激动。

杨月儿时因病致残，但她依然

对生活充满热情，并在投掷类体育

项目中脱颖而出。日复一日的刻苦

训练，让杨月从省队入选国家队。

“成为残奥冠军”，梦想在她心里生

根发芽。从雅典残奥会到东京残奥

会，她收获 4 枚银牌。

带着对梦想的执着与坚持，杨

月来到巴黎残奥会赛场。多年来，

历经曲折，梦想终于在巴黎绽放。

赛后杨月表示，没想到能坚持参加

这么多届残奥会，她很享受比赛过

程。“我希望成为女儿的榜样，也希

望激励更多残疾人朋友自立自强、

勇敢追梦。”杨月说。

对于曾在 6届残奥会上夺得 5枚

金牌的名将姚娟来说，此次残奥会

虽然与金牌失之交臂，但她并不沮

丧。“从雅典残奥会开始，我和杨月

在这个项目上你追我赶 20 年了，看

到她能取得突破，我为她高兴。”姚

娟说。

2000 年悉尼残奥会，16 岁的姚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气势夺得女子标枪 F44 级冠军。接下来几届残奥会，从标枪

到铅球再到铁饼，她不断突破自己。获得的奖牌不仅覆盖了

三大投掷类项目，她还成为 3 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回顾 20多年的体育生涯，姚娟表达最多的就是“感谢”：“感谢

祖国、各级政府、各级残联，还有家人和朋友，给予我很多关爱和帮

助”“感谢体育，为残疾人带来更多展示风采的机会”。

近几年，姚娟还担任江苏省残疾人田径队教练。“希望把

我的经验传递给更多残疾人，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

运动的快乐。”姚娟说。

在巴黎残奥会赛场，动人的故事还有很多。36 岁的贾红

光克服伤病困扰在泳池中劈波斩浪；36 岁的李樟煜在自行车

赛中破风前行；48 岁的熊桂艳参加 3 个乒乓球小项，用热爱和

坚持延续残奥梦想……

一个个顽强拼搏的身影、一次次锲而不舍的努力，勾勒出中

国残疾人运动员的奋进轨迹，激励更多人勇敢追梦。这是体育

的魅力，也是残奥会带给人们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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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但体育带来

的感动与精彩仍在延续。中国奥运健儿走

进公园和社区，同球友切磋技艺，和大家分

享人生故事……他们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

体育蓬勃开展，激发着人们的健身热情。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实施健康优先

发展战略”，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2014 年，全民健身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全民

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关于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相

继出台，全民健身热情高涨，也为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支撑。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

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

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从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到多地

建成“十五分钟健身圈”为体育爱好者提供

便利；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我国绝大

多数行政村，到群众体育赛事蓬勃开展……

体育提升着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助于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 人 健 康 是 立 身 之 本 ，人 民 健 康 是 立

国之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最根本

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保障人民健康。截至

2023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达 459.27 万个、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 2.89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 37.2%。人人参与运

动，体育造福人人，“体育让生活更美好”的

理念深入人心。

国运兴则体育兴、国家强则体育强。全

民健身的火热景象，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成就的生动注脚。近年来，“村超”“村 BA”

等乡村体育赛事为人们津津乐道，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新活力。赛龙舟、八段锦等传统

体育项目焕发新生机，让人们在强身健体之

余，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全民健身，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

来。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

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

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多措并举保障人民健康
——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③

陶相安

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最根本的是增强人民体质、
保障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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