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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与梦想同行

3年前，在日本东京国立体育场，中国铅球名将巩立
姣以20米58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举夺魁，在自己的第四次
奥运之旅中实现了女子铅球项目的“金满贯”。

站在巅峰的时候，激励运动员继续攀登的唯有下一
个高峰。3年后，35岁的巩立姣成为奥运赛场的“五朝元
老”。与梦想同行、与伤病对抗，巩立姣希望在巴黎继续
挑战心中的终极目标——21米。

同样是奥运冠军、同样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37岁
的刘虹已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作
为一名“妈妈选手”，刘虹经历了奥运夺金后退役、复出
的历程，一直保持着不俗的状态。去年，她还创造了女
子20公里竞走新的亚洲纪录。

“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在三十六七岁的年龄依旧能出成
绩，我希望让大家看到老将的潜力和空间。”刘虹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经验丰富的老将是队伍中的
定海神针。在中国乒乓球队，36岁的队长马龙第四次踏
上奥运征程。手握5枚奥运会金牌，马龙将在巴黎奥运会
上同队友携手征战男团比赛。

“要保持很高的技战术能力水平，就需要付出比年轻
时更多的代价。”作为球队中大赛经验最丰富的选手，马
龙在保持状态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我会在完成
好训练的基础上，做好队友的保障工作，期待跟队友把
团体冠军拿下。”马龙说。

在小将唱主角的中国射击队，有位第三次征战奥运
的“老枪”——34岁的李越宏将参加巴黎奥运会射击男
子手枪 25米速射项目的比拼。此前两次参赛，李越宏射
落两块铜牌。这一奥运周期，他依旧保持着好枪法，打
破了该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

“巴黎奥运会的参赛目标，就是全力以赴争取好成
绩。”李越宏说，他希望实现中国射击在该项目上奥运金
牌零的突破。

小将与新项登场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后，11岁的滑板少女郑好好
一下子站到了聚光灯下。刚刚从小学毕业的她，是代表
团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4年前开始练习滑板，1年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1个
月前“压哨”获得巴黎奥运会门票……郑好好的奥运之
路令人钦羡，也来之不易。对她而言，奥运会不是赛
场，更像是自己挥洒青春、展示个性的舞台。

“奥运会的比赛，应该是我最没有压力、最不紧张的
一场。”郑好好说。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未满 20 岁的小将共有近 40
名，其中不少来自滑板、霹雳舞等奥运会新兴项目。这
些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潮流运动项目，将为巴黎奥运会涂
上更丰富的色彩。

中国滑板队的 4 名参赛队员都是 05 后，年龄最大的
曾文蕙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也不过 19岁。另外两名小队
员朱沅铃、崔宸曦分别只有 13 岁和 14 岁。杭州亚运会
上，崔宸曦在比赛中战胜了曾文蕙夺金，成为中国最年
轻的亚运会冠军。

首次亮相奥运会的霹雳舞项目中，18岁的刘清漪备
受期待。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刘清漪战胜多名劲敌夺
得金牌，获得了直通奥运的资格。极具力量感的动作和
鲜明的个人风格，有望帮助刘清漪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

来自大凉山的 15岁女孩杨思琪，将在巴黎奥运会上
踏浪而行。今年，杨思琪在世界冲浪运动会上拿到了奥
运会入场券，也实现了中国冲浪项目的历史性突破。能
够首次站上奥运赛场，对于杨思琪来说就是宝贵的胜利。

青春在赛场绽放

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当时中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
的全红婵一鸣惊人，摘得跳水女子十米台桂冠，也由此
成为“水花消失术”的“代言人”。巴黎奥运会上，17岁
的全红婵依旧年轻，技术和心态却愈发成熟。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还比较小，这次希望自己
还能站上最高领奖台，把中国的国旗升到最高，为国争
光。”全红婵说。

在跳水、射击、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和游泳等基础
大项上，年轻小将同样令人期待。有的像全红婵、陈芋
汐一样“少年老成”，已经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崭露头
角、争金夺银；有的志气满满、后生可畏，期待在巴黎
奥运会上展现中国“Z世代”的风采。

中国游泳队中，20 岁及以下的运动员占了一半。19
岁的潘展乐在多哈游泳世锦赛上打破了男子100米自由泳
项目的世界纪录，“飞鱼”的横空出世让不少人叹为观
止。关于梦想，这条低调而耿直的“飞鱼”说，夺得奥
运会冠军才是自己最重要的目标，“我始终期待在奥运会
上和高手较量”。

巴黎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有望在射击 10米气步枪混合
团体项目上诞生，颇具夺金希望的中国组合黄雨婷/盛李
豪都还不到20岁——17岁的黄雨婷在杭州亚运会上一枪
成名，成长迅速；19岁的盛李豪曾在东京奥运会上摘得

银牌，是历史上获得射击奥运奖牌最年轻的选手。
中国体操队中，几名 05后女将担当重任。邱祺缘的

高低杠、周雅琴的平衡木都具备夺金的实力，也要为团
体项目提升分数；16岁的张怡涵在高低杠项目上拥有以
自己名字命名的难度动作。即将迎来奥运首秀的体操

“小花”，将在与各路高手的同场竞技中骄傲绽放。

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中国体育代表团近日成立。405名运动员将参加30
个大项、42个分项、236个小项的比赛。

出征巴黎奥运会的中国军团中，既有多次乃至5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也
有很多05后甚至10后小将。无论是功成名就、仍无悔追梦的奥运冠军，还是
初生牛犊、渴望在奥运赛场一鸣惊人的新人，中国运动员将不畏挑战，在塞
纳河畔留下属于自己的奥运足迹。

巴黎奥运会中国军团展望③

剑指奥运：老将领衔 新人争先
本报记者 刘 峣

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平均
年龄25岁，最小的仅11岁。其中有42位奥运
冠军，223人为首次参加奥运会。

代表团中，参加四届奥运会及以上的选手
共有14人，其中奥运冠军有6人。铅球奥运冠
军巩立姣、竞走奥运冠军刘虹、撑竿跳高选手
李玲将向自己的第五届奥运会发起冲击。竞走
奥运冠军切阳什姐、东京奥运会链球银牌得主
王峥、中国短跑领军人物谢震业、世锦赛标枪
银牌得主吕会会将第四次参与奥运角逐。游泳
项目上，奥运冠军汪顺、世锦赛冠军徐嘉余以
及公开水域选手辛鑫也将迎来自己的第四次奥
运之旅。此外，乒乓球奥运“五金王”马龙、
跳水奥运冠军曹缘、沙排亚运冠军薛晨、马术
名将华天也是四战奥运。

链 接

近 日 ，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火炬
在巴黎传递。

图为在巴黎巴
士底广场，演员们
在火炬传递活动中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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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马龙郑好好郑好好

“十五运”筹办加速大湾区融合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交通基础设施“硬

联通”和通关便利化的“软联通”不断提
速，到内地打个球、跑个马、看场球，已经
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居民的生活方式。

而再有不到500天，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
将迎来开幕式。今年4月举行的第十五届全运
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十五运会组委会
常务副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
长张新表示，全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可以让
三地的规则更加有效衔接，要素更加便利流
通，探索“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
地”在体育方面的改革创新务实举措，促进
人员流、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便捷
流动，积极为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探索路径、
积累经验。

广州市体育局局长谭爱英表示，将以全
运会为契机，深化与香港、澳门和其他大湾
区城市在体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
发展。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
会长霍启刚表示，粤港澳三地已就这次盛会
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建议未来三地继

续沿用该机制，并拓展到更多领域。“有了全
运会这一案例，可以考虑未来以大湾区的概
念承办国际赛事。以大湾区作为立足点，对
外讲好中国故事。”

目前，十五运会组委会正在研究设计马
拉松、公路自行车项目串联粤港澳的比赛路
线，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融合发展。

在粤港澳三地观赛，可能将成为十五运
会观众的独特体验。

本次全运会，澳门将承办乒乓球和女排
等热门赛事，不少内地体育迷已经将目光提
前瞄准澳门。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局长潘永权说：“希
望体育迷可以提前来澳门，看一下澳门筹办
全运会以及测试赛的准备工作。我们也会在
不同范畴上进行协调，包括旅游方面的配
套，吸引更多体育迷和旅客来澳门。”

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香港广东青年
总会主席霍启山表示，希望更多香港青少年
通过此次足球比赛了解内地发展，也希望港
粤两地能打造更多体育 IP，促进两地举办更
多体育盛事，从而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浩明）

巴黎奥运会即将拉开帷幕，这是奥
运会时隔100年后再次回到巴黎。

1924年巴黎奥运会，有很多开创性的
做法，如首次引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
林匹克格言，首次引入奥运村的概念……
同时，这届奥运会也涌现了多位传奇巨
星，如芬兰田径运动员努尔米，当时他史
无前例地在单届奥运会夺得五枚金牌。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届奥运会最大
的明星，或许是一位英国奥运冠军——不
仅因为他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男子
400米冠军、他的奥运故事改编的电影《烈
火战车》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更因为他
生于中国、逝于中国，把一生献给了中国。

他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爱
锐。如今，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里，有
专门的章节介绍李爱锐的生平和传奇。

1902 年，李爱锐出生于中国天津，
其父母均为苏格兰人。5岁的时候，李爱
锐回到苏格兰接受教育，他自小便展现
出良好的体育天赋，在学校的跑步比赛
中总是名列前茅。他还先后成为学校橄
榄球队队长、板球队队长。1920 年，李
爱锐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他的体育天
赋更加凸显，多次在苏格兰甚至全英国
的田径比赛中获得短跑冠军。

1924 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李爱锐是
100米跑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然而提
前公布的奥运赛程显示，男子100米和4×
100米接力的比赛日期与他的宗教信仰活
动相冲突，因此他决定放弃这两项比赛，转
而参加男子200米和400米。这一决定当时
招致不少非议，毕竟他并不擅长这两项比
赛，而且留给他的备战时间只有几个月。

但李爱锐最终成功了，他不仅获得
了男子 200 米铜牌，更是以 47 秒 06 的成
绩打破了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

鲜花、掌声、荣誉随之而来。然而
李爱锐又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在拿到爱丁堡大学的理学学位后，他在
23 岁这一运动生涯的巅峰时刻，回到出
生地天津并定居在这里。

天津市体育博物馆馆员赵彦分析认为，李爱锐回到
天津，一方面是家庭原因，他的父母一直在天津，他希
望家人团聚；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价值选择，他觉得自
己的未来和人生，只有在中国才会更有价值。正如李爱
锐曾说过的一段话：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虽然好像都
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每个人所做的事又是不同的，因
此，生命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回到天津的李爱锐在一所中学当起了理科和体育教
师。他教授化学、数学，更培养体育人才，传播奥运火
种。在他的努力下，学校组建了足球队、篮球队、棒球
队、乒乓球队、网球队、排球队等，成为当时天津体育
运动最普及、水平最高的中学。

在天津，李爱锐还被誉为“民园之父”。作为当时天
津最知名的体育场，民园体育场在 1925 年翻修改造时，
李爱锐参照英国斯坦福桥球场的设计图纸，对其跑道结
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最终使
得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亚洲最好的体育场之一。

1929年，民园体育场举行了一场颇受关注的“万国
田径赛”，李爱锐在男子500米决赛中击败了德国田径名
将奥托·费尔萨，夺得了平生的最后一块金牌。

1934年，32岁的李爱锐在天津与加拿大姑娘弗·麦肯
齐结为伉俪，之后生下两个女儿。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破坏了世界上无数美好的家庭。亲历了战争的无情和
残酷，李爱锐在 1941 年将怀孕的妻子和孩子们送回加拿
大，自己则继续留在天津，参与救治伤兵和接济难民。1943
年，李爱锐被日军拘捕，囚禁在潍县（今潍坊）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李爱锐为年轻人教授科学、组织体育
活动，以乐观的心态感染难友。然而长期的囚禁生活和
营养不良，还是让他的健康大为受损。1945年初，李爱
锐因脑瘤不治走完了他43载短暂的人生旅程。

1988年，李爱锐墓地纪念碑在潍坊揭幕，纪念碑由
产自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中英
文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
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

李爱锐的故事和传奇一直被世人传颂，世界各地的
人慕名来到天津，追寻李爱锐的足迹。今年，在他巴黎
奥运会夺金100周年之际，多地举办了李爱锐纪念展。

苏格兰政府驻华代表柯春娜说，李爱锐是苏格兰人民
的英雄和偶像，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之所以被铭记，
除了他是奥运冠军、有杰出的体育成就之外，还在于他的
激情、正直、同理心，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社会的爱。

天津市体育博物馆馆长刘建斌认为，李爱锐无论身份
和环境怎么变化，他的内心一以贯之——坚持和实践着他
朴素的信仰，追求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和力量穿越时空，
给人启迪。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泽伟、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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