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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能如期举行吗？

这几乎是一道“送分题”。
从今年 10月开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表示，不

管明年全世界面临何种状况，都准备“举办一届安全的奥
运会”。在11月访问东京时，巴赫再度给东京奥组委和全球
运动员吃下定心丸：奥运会将如期举行；坚信比赛不会空
场；鼓励运动员注射新冠肺炎疫苗，但并不强制。

接下来唯一的问题是：东京奥运会将以怎样的面貌
呈现？本月初，东京奥组委公布了防疫措施草案；奥运
会和残奥会的预算再度增加了22%。为了那束“黑暗隧道
尽头的奥运之光”，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各
单项体育联合会，还是备战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都付
出了不菲的代价。

奥林匹克大家庭能够如约齐聚东京吗？有多少观众
可以入场观赛？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人敢打
包票。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从明年3月开始，东京奥运会各

项测试赛及相关的资格赛将紧锣密鼓地展开。这或许可
以让蛰伏许久的各国运动员重整旗鼓，向“五年一度”
的奥运发起冲刺。

在迟到的体育大年里，更多人也在期待中国奥运军
团的“答案”——金牌榜能否重返前二？中国女排能否
卫冕？乒乓球、跳水等梦之队能否包揽冠军？游泳田径
等大项是否有新的惊喜？

中国男足能闯入卡塔尔世界杯吗？

这可能是一道“送命题”。
2021 年 3 月和 6 月，2022 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

组赛将重燃战火，中国男足还有 4 场比赛要打。尽管获
得小组第一几无可能，但中国队仍有希望凭借成绩最
好的小组第二进入 12 强赛阶段。当然，前提是要争取
全胜，不能再从叙利亚、菲律宾等对手身上丢分了。

自今年年初担任中国男足主帅以来，李铁还从未带
队在正式比赛中亮相。由于疫情原因，中国队也难以找
到合适的热身赛对象，球队磨合是最大的问题。度过了

无赛可打的2020年，明年1月20日，“铁家军”将在海南
展开新一年的冬训。面对即将到来的世预赛大战，李铁
的备战任务并不轻松。

尽管如此，中国男足实力仍有补强。2020 年，归化
球员费南多、阿兰、洛国富、蒋光太获得了代表中国队
出战的资格，让国足在三条线上都有了强力补充。如果
能够顺利闯入 12强赛，归化球员的实力和经验能给球队
提供不小的帮助。

当然，球迷还有不少看球的选择。原本计划在 2020
年夏天进行的欧洲杯和美洲杯，都因疫情推迟到了 2021
年。足球的夏天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值得一提的是，两项足球洲际赛事均为联合举办，
其中欧洲杯将在11个国家的12座城市相继上演。在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联合办赛的模式能否顺利推进？目前还
是未知数。

新势力能在赛场上崛起吗？

这是一道“抢答题”。
2020 年，体育赛事的相继停摆，让世界体坛万马齐

喑。科比和马拉多纳等巨星的逝去，更是让体育的星空
黯淡了不少。经历了 1 年的蓄力，在即将到来的体育大
年，体坛新星能否闪耀？人们拭目以待。

在世界网坛，年轻的新势力正跃跃欲试。2020 年，
尽管纳达尔实现了追平费德勒大满贯的伟业，但美网新
科冠军蒂姆和 ATP年终总决赛冠军梅德韦杰夫同样来势
汹汹，成为“三巨头”的有力挑战者。而在女网赛场，“00
后”波兰新秀斯维亚特克一鸣惊人地拿下法网桂冠，前途
不可限量。近日，澳网宣布 2021 年的比赛将推迟至 2 月 8
日举行，届时的澳网赛场将成为新老势力的碰撞舞台。

在 F1赛场，汉密尔顿本赛季再度问鼎，并凭借七冠
王的成绩追平了车王舒马赫的纪录。不过，早有新人车
手虎视眈眈。2021赛季，车王舒马赫之子米克·舒马赫将
代表哈斯车队征战 F1赛场，以子承父业的方式延续舒马
赫家族的F1征程。

在世界足坛，持续数年的“梅罗之争”虽然以英雄
相惜的拥抱接近尾声，但梅西与 C 罗仍是足球场上不可
撼动的存在。2021 年，足坛金童能否展露出媲美梅罗的
潜力？德国 16岁新星穆科科、挪威金童哈兰德、西班牙
希望之星法蒂，都渴望在群雄逐鹿的世界足坛得到证明
自己的机会。

体育中考100分能在各地普及吗？

希望这是一道“满分题”。

2020 年，中国体教融合迈出大步。9 月和 10 月，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和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两
份重磅文件的相继发布，针对近年来青少年体质逐渐
下降、体育课不足、体育师资缺乏等问题提出了针对
性举措，体现了中国深化体教融合、改进学校体育的
决心。

改革之中，体育中考提分，甚至达到同语数外等
“主科”齐头并进的地位，是学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热点
之一。此前，云南省已率先将体育中考提至100分。体育
考试分值的提高，已成大势所趋。

体育中考提分会不会给孩子增加负担、把孩子逼进
体育辅导班？这绝非改革的目的。目前来看，体育中考
仍以过程性评价为主，而非依靠临门一脚的一锤子买
卖。只要真的上了体育课、上好体育课，体育中考不会
成为增加考试区分度的拦路虎。

当然，体育升级为“主科”，要跨的槛还有不少，其
中最重要的便是把课程开齐、开足。与此同时，体教融
合的最终目的也绝非让学生在体育应试上取得高分，而
是要通过教会、勤练、常赛的方式，真正让孩子掌握健
康知识和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实现
全社会对体育认知和观念的转变。

体育产业能继续向线上转移吗？

这是一道“多选题”。
2020 年，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全球体育人都在艰难

中探索着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体育赛事方面，云端成为不少比赛的新落脚点。由

于无法进场观赛，全面转移到线上的观赛群体，加速了
AR等新技术在赛事直播中的应用，观众的观赛体验不断
提升。

全民健身方面，马拉松等群众体育赛事不断向线上
转移。“云健身”的风靡带动了线上平台、健身直播等业
态的快速发展。通过链接云、拥抱云，全民健身正无缝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体育消费方面，体育产业也觅得了新机遇。疫情期
间，跑步机等传统健身器械零售额成倍增长；《健身环大
冒险》 等将健身与游戏相结合的创新产品，成为在疫情
中异军突起的爆款和网红。

疫情改变了人们观赛、健身的习惯和消费需求，也
催生了更多新商业模式。随着健身意愿的养成和消费习
惯的稳固，体育产业与互联网加速融合的趋势将会持
续。与此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以及线下赛事和
健身活动的逐渐恢复，线上线下的联动，将给体育产业
带来更大的机遇。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

地改变了世界体育的面貌，也让体
育人在艰难之中怀揣希望，寻找火
光所在。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变与不变
中，那些愿望会实现吗？不妨让我们
展开畅想。

《刑法修正案 （十一）》增设与兴奋剂
有关罪名，为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添上里程
碑意义的一笔。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
心负责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兴奋剂“入
刑”意味着“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
理体系逐渐成形并发挥威力，同时也要正视
短板、排除风险，以确保中国运动员干干净
净参加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

随着兴奋剂“入刑”，国内治理兴奋剂
的法律法规愈加丰富完善，加上此前出台
的 《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
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国务院 《反兴奋剂条例》、体育总局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以及《体育运动中兴
奋剂管理通则》，国内目前正逐步构建起刑
事、行政、行业手段衔接配套的兴奋剂处
罚机制。

这位负责人表示，法治体系建设以兴
奋剂入刑为抓手，并且得到了立法、司法
机关和政府法制部门的大力支持，是目前
体育总局推进反兴奋剂斗争着力最多、投
入最大的工作之一。而法治体系还只是

“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的
子体系之一，国家队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
和省级反兴奋剂组织体系同样是长效治理
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通过近年努力，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
系初见成效。根据反兴奋剂中心数据，现
有16个国家运动项目管理单位和27个省区
市成立了专门的反兴奋剂部门或机构；
2019 年反兴奋剂教育活动覆盖 40 多万人；
2019 年 国 内 兴 奋 剂 检 查 数 量 达 到 20314
例，兴奋剂阳性和违规数量逐年下降，阳
性数量从 2017 年的 140 例下降到 2019 年的

47 例，总体违规率从 2017 年的 0.53%下降
到 2019年的 0.33%；今年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完成12297例检查，在全球反兴奋剂组
织中居于领先地位；反兴奋剂科研工作，比
如干血点检测技术研究也在顺利实施。

负责人同时指出，尽管当前兴奋剂问
题数量和阳性率呈总体下降趋势，但问题
依然很多，包括故意使用兴奋剂屡禁不
止、国家队兴奋剂风险隐患依然突出、运
动员面临的食品、药品、营养品风险依然
较高等。

据中心统计，2019 年查出蛋白同化制
剂阳性 18 例，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 阳
性6例，呋塞米阳性1例，占阳性总数一半
还多。而今年到现在查出的 19 例阳性中，
这些物质又查出了14例。

“这些都是故意使用的典型物质。”该

负责人说。
从 2019 年至今，国家队运动员也有阳

性发生，其中既有故意使用，也存在网购
减肥食品、外出就餐等风险意识淡薄引起
的兴奋剂问题。

“尽管反兴奋剂工作取得了一些进步，
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反兴奋剂斗
争态势依然十分胶着，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目前诸多兴奋剂问题反映出认识层
面、体制机制和执行层面问题，但归结起

来还是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
短板。现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日益
临近，应把国家队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当作
首要任务，抓好‘零出现’的关键环节，
尽快实现国家队反兴奋剂工作的体系化、
制度化和专业化。要排查一切风险隐患，
确保运动员干干净净参赛，实现中国代表
团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参赛兴奋剂问
题‘零出现’的目标。”该负责人表示。

（据新华社电 记者马向菲）

“拿干净金牌” 建长效治理体系

兴奋剂违法行为“入刑”的意义

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奥运五环标志和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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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足国家队主帅李铁观看球员训练中国男足国家队主帅李铁观看球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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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亚特克与法网奖杯合影斯维亚特克与法网奖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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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学生在玩沙包抛接游戏。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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