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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人类同新冠病毒的
斗争仍将继续。体育所传递出的对
奥运精神的不懈追求，为战胜疫情
带来希望。

在体坛充满巨大变化、全球疫情
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世界体坛有很
多问题仍需关注。

首 先 是 重 大 赛 事 防 疫 问 题 。
2021 年大赛很多，东京奥运会、残
奥会、成都大运会、足球欧洲杯等
赛事扎堆，如何确保赛事安全、平
稳进行，是赛事组织者需要思考的
问题。如何确保来自世界各地的参
赛 选 手 不 被 病 毒 感 染 或 成 为 传 染
源？各国观众是否仍要面临各种旅

行限制？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观
察疫情变化，又需要制定细致的防
控方案。

其次是运动员训练备战问题。
新的一年，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选手
将进入训练备战的冲刺期。北京冬
奥会各竞赛场馆将按照疫情防控常
态 化 要 求 举 办 各 种 项 目 的 测 试 活

动。十四运会和东京奥运会“背靠
背”举行，考验运动员的智慧和意
志品质。大战在即，选手如何科学
安排训练和比赛，实现突破；保障
团队如何把疫情对备战影响降到最
低，都是一门学问。

还有赛事运营改革创新问题。
今年还将举办很多单项赛事，如达

喀尔拉力赛、世俱杯、斯诺克世锦
赛、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男篮亚
洲杯和环法自行车赛等。如何在做
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尽可能为观众
创造高质量的观赛体验，考验体育
组织者、运营者的创新能力。过去
一年，中国举办的 CBA、中超、乒
乓球世界杯等重大赛事进行了成功

实践。通过赛会制、云直播、线上
赛等体制创新、技术创新，观众线
上观赛的真实度、体验感、参与性
都得到提升。对于各地举办的马拉
松赛、自行车赛等群众性体育赛事
来说，过去一年借助互联网加速向
日常生活场景延伸，同样到了提升
人们科学健身素养、促进体育产业

发展等目的。
疫情正在给体育带来挑战，但体

育也正在给世界带来一抹难得的亮色
和希望。在这种变化中，人类将通过
一场场赛事、一次次突破，不断获得
战胜一切未知的勇气和力量。

体育有挑战，也有光亮和希望
彭训文

今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将迎来倒计时一周年。随着冬奥的
脚步越来越近，赛事筹办工作进入冲刺阶段。目前，北京冬奥组
委正在与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等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制
定有针对性的冬季项目测试方案，适时举办系列测试活动；冬奥
会火炬、奖牌、口号、主题歌等相关元素也将陆续发布。

在全球范围内，冰雪赛事正在逐步重启。其中，2021年短道
速滑世锦赛将于3月5日至7日在荷兰多德雷赫特举行；速度滑冰
世锦赛等多场大道赛事也将集中在荷兰海伦芬上演。

今年 9 月，三秦大地将迎来一场体育盛会——9 月 15 日至 27 日，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陕西举行。届时，包括东京奥运会冠军在内的顶
尖选手将相聚陕西，传递“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的中国体育最强音。

目前，十四运会的竞赛场馆建设任务全部完成，部分新建场馆已
承接全国赛事。十四运会设置了34个大项51个分项387个小项，分布
在 13个市区举行，预估参赛人员 1.4万人、技术官员 5500人、竞赛专
业志愿者5750人，参赛代表团38个。

预计 7 月 23 日—8 月 8
日，万众瞩目的东京奥运会
将拉开帷幕。

奥运会期已定，但一系
列问题仍有待解决。新冠
疫情危机尚存，如何保障
奥运会安全举行？空场会
不会成为最终选项？面对
不可预知的种种变数，东
京 奥 运 筹 办 仍 在 负 重 前
行，以期真正成为“黑暗隧
道深处的光亮”。

据统计，目前中国选手
已在20个大项上获得了115
个小项、221 个奥运参赛资
格，还有部分小项的参赛资
格将通过积分赛和资格赛产
生。征战东京，中国体育健
儿面临机遇和挑战，疫情给
备战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届
时，中国代表团能否重返金
牌榜次席、取得更大突破，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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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脚步近 冰雪热度浓

三秦迎全运 奏响最强音

羽球大赛多 国羽担子重

2021年，羽毛球大赛同样不少。奥运会、汤尤杯、苏迪曼杯、世锦
赛都将在今年相继打响。

其中，苏迪曼杯暂定于5月23日—30日在苏州举行；在丹麦举行的
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从去年推迟至今年 10月；原定于今年 8月举行的世锦
赛为给东京奥运会让路，推迟至11月底开打。

对国羽而言，东京奥运会自然是重中之重。按照计划，从今年3月至
5月，奥运会资格赛将陆续打响。目前，中国羽毛球队已拿到除男双之外
的满额奥运会入场券。不过，要想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国羽仍面临着
诸多挑战。

男篮征亚洲 杜锋献首秀

今年6月，东京奥运会男篮资格赛将在4个赛区打响。其中，中国男
篮将与希腊、加拿大、乌拉圭、捷克和土耳其争夺1张奥运会入场券。强
敌环伺，中国男篮出线希望渺茫，但仍需全力以赴、证明自己。

东京奥运会无望，中国男篮仍有望在亚洲杯上重夺霸主。今年 8 月
16 日至 28 日，男篮亚洲杯将在印尼举行，预选赛有望于 2 月开启。届
时，男篮主帅杜锋将率队首次亮相。上届亚洲杯，中国男篮仅名列第五。

去年，中国女篮通过资格赛赢得了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7月，
中国女篮将向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击。

乒坛大满贯 开启新篇章

2021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大满贯赛事将隆重登场，这也
是由刘国梁任理事会主席的WTT推动乒乓球职业化发展的重要一步。

根据WTT公布的赛事日历，今年上半年，中东、中国和欧洲将举办
3个赛事汇，而首个大满贯赛事将于4月14日至5月16日在中国举行。

按照乒乓球世界排名新规，WTT大满贯将成为与世乒赛和奥运会地
位齐平的赛事。这也意味着，如果原定于美国休斯敦举行的单项世乒赛
能够如期上演，乒乓球“三大赛”将在今年扎堆，国乒队员的表现值得
期待。

女排卫冕战 奥运压轴戏

2020年，由于东京奥运会延期和世界女排联赛取消，中国女排度过
了长达 7个月的封闭集训。日前，世界排联公布了 2021年世界女排联赛
赛程。其中女排比赛将于5月11日开打，中国女排的5站赛事将分别在宁
波北仑、天津、澳门、香港和江门举行。如果顺利闯入总决赛，中国女
排仍将在主场作战。

扣人心弦的奥运会女排比赛将从 7月 25日开打。中国女排将在小组
赛先后同土耳其、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和阿根廷女排交手。值得一提
的是，东京奥运会将女排决赛安排在最后一天举行。中国女排是否能在
奥运压轴大戏上笑到最后？这是今年中国体育的最大看点之一。

2021年体育赛事前瞻

迟到的大年
别样的精彩

本报记者 刘 峣

世界大赛取消、推迟、调整……一场新冠
肺炎疫情，让世界体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创
伤。当历史的接力棒传给2021之时，比赛重
启、体坛重振的希望也一并交到了手上。

奥运再启、大赛扎堆，这是一个迟来的、
充满希望的体育大年，也是一个未知的、未必
如愿的体育大年。人类同疫情的斗争远未到终
点，很多赛事仍面临着无法正常举行的风险。
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前行的脚步便不会停止，
这便是体育的精神和力量。

2020 年，“遗憾”是网
球赛场的主题词。温网 75
年来首次停办，四大满贯罕
见地“三缺一”；“中国赛
季”因故失约，中国球迷未
能如愿；女网金花星光黯
淡，仅有王蔷战胜小威带来
惊喜……

进入 2021 赛季，世界
网坛仍在不确定中艰难前
行。2 月 8 日至 21 日，推迟
后的澳网将率先开打。世界
网坛顶尖好手将久违地重新
集结。根据此前公布的名
单，中国选手王蔷、张帅、
郑赛赛、朱琳、王雅繁等球
员将出战正赛。

中国金花能否在 2021
年再度绽放？暌违一年的中
国赛季能否在金秋回归？球
迷拭目以待。

网坛重集结
金花待绽放

成都大运会 青春巴蜀风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之后，有“小奥运会”之称的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接力举行——8月 18日至 29
日，来自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大学生运动员
及官员将相聚四川成都，共赴一场国际标准、中国风格、
巴蜀特色、青春风采和节俭理念的国际体育盛会。

这是中国第三次举办大学生运动会，也是中国中西部城
市首次举办大运会。成都大运会共设置篮球、排球、田径、游
泳等 18个体育项目。今年 4月底前，赛事场馆和大运村建设
将全部完工，测试赛和火炬传递等活动也将陆续开启。

原定于 2020 年举行的
美洲杯和欧洲杯，都因疫情
推迟至今年夏天。值得一提
的是，重燃战火的两场足球
盛宴“档期”重合，均在 6
月 11 日至 7 月 11 日举行，
颇有些隔空较劲的架势。球
迷届时可以一饱眼福。

从 上 届 欧 洲 杯 开 始 ，
扩 军 至 24 支 参 赛 球 队 的

“小世界杯”遭遇了不少
“注水”的质疑。不过，考
虑 到 小 组 赛 阶 段 仍 有 法
国、德国、葡萄牙和匈牙
利这样的“死亡之组”，本
届欧洲杯应该不会有一个
乏味的开始。唯一的变数
在于，原定由 12 个城市联
合举办的本届赛事，或许
会因疫情的影响失去“全
欧之力”。

美洲碰欧洲
夏天有足球

中国女排在比赛中庆祝得分中国女排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丁宁在比赛中回球丁宁在比赛中回球。。

位于东京台场的奥运五环标志位于东京台场的奥运五环标志。。

位于成都天府大道的大位于成都天府大道的大
运会倒计时装置运会倒计时装置。。

CC罗罗 （（左左）） 在比赛中攻门在比赛中攻门。。王蔷在比赛中发球王蔷在比赛中发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