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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29日，巴黎奥运会游泳项目第三个比赛
日落下帷幕。中国游泳队当晚收获两枚银牌——徐嘉余、
唐钱婷在男子 100 米仰泳、女子 100 米蛙泳决赛中分获
亚军。

一个是参加了 4次奥运会的 28岁老将，一个是第二次
征战奥运会的20岁新秀。颁奖仪式结束后，两名选手在运
动员通道上互相拥抱庆祝。虽然未能为中国游泳队赢得金
牌，但他们展现出了中国游泳健儿的拼搏精神和不俗实力。

徐嘉余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分别游出了52秒02和52秒
32的好成绩。在他看来，这是自己目前最好的状态。

2016年，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徐嘉余表现出色，当时
只有 20 岁的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摘得银牌，并在随后连续
两届世锦赛上获得100米仰泳项目的金牌。

2021 年，徐嘉余在东京奥运会上出现身体不适的情
况。虽然闯入决赛，但与奖牌擦肩而过。此后，他经历了
较长时间的休息。重新回到泳池后，徐嘉余逐渐找回了最
佳竞技状态，又一次在泳池中证明了自己。

与徐嘉余一样，唐钱婷也在自己的第二届奥运会上获
得一枚宝贵的银牌。东京奥运会上，她在女子100米蛙泳
比赛中止步半决赛。

“这 3 年来，我经历了很多，特别是遭遇低谷。这枚

银牌是我努力备战的一大收获，将激励我在下一届奥运会
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唐钱婷说。

过去一年，唐钱婷的成绩提升很快，多次刷新亚洲纪
录，并摘得多哈游泳世锦赛金牌。在参加奥运会之前，唐
钱婷的目标是站上最高领奖台。

巴黎奥运会决赛中，唐钱婷在前半程保持领先，但在
最后 50 米时逐渐被对手赶上。她说，自己是速度型选手，
后程能力稍弱，因此采取了“前冲后顶”的战术，可惜未能如
愿夺金。接下来，要更努力地补齐技术上的短板。

单项赛事结束后，徐嘉余和唐钱婷还将参加混合泳接
力项目的比拼。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在男女 4×100 米
混合泳接力项目中获得亚军。本届奥运会，中国队期待更
进一步。徐嘉余说，相信自己能够扛住接力第一棒的压
力，让队友有更好的优势完成比赛。

在赛后的采访中，徐嘉余和唐钱婷不约而同地提
到了“责任”。“中国游泳队需要有人站在前面，带领大
家向前冲。”徐嘉余说，“作为奥运赛场的老队员，
我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唐钱婷也意识到，到了该去扛起中
国游泳大旗的时候了。“我觉得自己要
冲在前面，带个好头。”她说。

开放
成就精彩

刘 峣

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在拉德芳斯体
育馆举行。每到晚间赛时，这里总是座无
虚席，气氛热烈。很多运动员说，自己被
这里的氛围感染了。

往届奥运会游泳项目举行颁奖仪式
时，通常会设置专门区域和背景板。可巴
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就直接设置在观众席
前，没有划出专区，也无明显标识。

几场颁奖仪式下来，人们读懂了巴黎
奥运会组委会的巧思。颁奖区域打开边
界，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颁奖仪式中
积极参与的一方。运动员站到领奖台上，
四周都是热情的欢呼和喝彩声，这种体
验，对他们来说无疑更加独特。

不仅如此，有些场馆的领奖环节设计
使仪式现场的互动更为温馨。比如游泳
馆，前排观众席几乎与场地齐平，方便观
众与运动员“零”距离交流：获奖运动员
绕场一周接受掌声时，前排观众可以与冠
亚季军击掌、握手乃至拥抱。中国选手徐
嘉余在赛后就同好几位国外的小观众拥抱
互动。与奥运选手近距离接触，一定会在
很多孩子心中种下美好的种子。

奥运更开放是巴黎奥运会的口号和愿
景。游泳赛场的颁奖台设置，就是开放奥
运的缩影。从在荣军院前射箭到在埃菲尔
铁塔前打沙滩排球，再到在方尖碑旁跳霹
雳舞……巴黎奥运会的诸多创新举措给奥
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活力。奥运会不仅在
于竞技与荣誉，而且在于以体育为媒，让
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相聚一起，享
受体育的快乐，感受体育的力量，在开放
与融合中创造出更美好、更团结的世界。

103.23分！看到最后一跳的超高得分，中国跳水队
教练陈若琳和蔻萌萌连连鼓掌。

当地时间7月29日，跳水项目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
在巴黎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队组合练俊杰/杨昊以
490.35的高分夺得冠军。“这一回终于梦想成真了！”练
俊杰激动地说。

决赛中，上届冠军英国队第六位出场，这给紧随其
后的中国队组合带来了一定压力。不过，经验丰富的练
俊杰和杨昊从第一跳开始就占据领先位置，随后不断将
优势扩大并保持到最后。490.35的总分，超越了东京奥
运会和近三届游泳世锦赛该项目的夺冠成绩。

“对手的出色发挥激发了我们的潜能，我们经受住了
考验。”杨昊在赛后说。

自 2000年悉尼奥运会至今，中国跳水队在 7届奥运
会中 5 次夺得男子双人十米台金牌，上届奥运会以 1.23
分之差摘得银牌。2021年底，练俊杰和杨昊搭档，肩负

起男子双人十米台的重任。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由于伤病较多，杨昊在个人动

作难度上做了减法。在教练团队和保障团队的帮助下，
杨昊在逐渐恢复状态的同时，不断完善技术动作，心态
也愈发成熟。在今年 2月举行的多哈游泳世锦赛上，他
在男子十米台项目中拿到了首枚世锦赛个人金牌。

而对练俊杰来说，则需要提升动作难度，首要难关
就是攻克难度系数达到 3.6 的 207B （向后翻腾三周半屈
体）。想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只能靠“磨”。那段时间，
主管教练陈若琳抓得很紧，帮助他一遍遍打磨细节。

2022年 4月的队内测验，只练了 40多天 207B的练俊
杰，在这一跳中拿到了高分，出色的发挥给队伍带来惊喜。

练俊杰攻下207B，提升了他和杨昊在男子双人十米
台上的实力，两人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彼此多鼓励，
有问题就一起解决。”杨昊说。

今年 2 月，练俊杰和杨昊首次在世锦赛上演绎
207B，虽然 82.08 分难言完美，但是凭借其他动作的出
色呈现，最终他们连续第三次夺得该项目冠军，为备赛
巴黎奥运会增添了信心。

中国跳水队成绩优异，如何放下心理包袱、从容应
对比赛，是摆在每一名队员面前的难题。练俊杰和杨昊
都是首次踏上奥运赛场，面对外界的期待，他们唯有全
力以赴。

决赛中，练俊杰和杨昊把握节奏，力求把每一跳做
到最好。“每一次训练都练到位了，就有足够的信心迎接
挑战。”杨昊说。

再揽两金

中国健儿渐入佳境

夺得男子双人十米台冠军

跳水健儿收复“旧领地”
本报记者 孙龙飞

19岁的中国队选手盛李豪又一次创造佳绩。在当地
时间7月29日进行的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步
枪决赛中，他打出了 252.2 环的好成绩，夺得金牌的同
时，也刷新了该项目奥运会纪录。

站上最高领奖台，盛李豪展露笑容。在高手云集的
决赛场上，他的表现堪称精彩。第一组5发子弹过后，盛
李豪就名列第一，并凭借稳定发挥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奥运会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
当地时间7月27日，他与队友黄雨婷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拿到巴黎奥运会首金。两天后再度登上决赛场，盛李豪
的心态依旧平稳。“走下领奖台就是新的开始。”他说。

“盛李豪心无旁骛，很少受外界干扰，这是他能连
创佳绩的重要因素。”主教练姚烨评价。

盛李豪进入国家队5年多，两度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
在人才济济的中国射击队，这是相当难得的成绩。2020年，
他从零积分开始一路闯关，在多场选拔赛中夺得冠军，搭

上了通往东京奥运会的“末班车”。东京奥运会上，他以一
枚银牌完成了自己的奥运首秀，成为奥运会射击项目历史
上最年轻的奖牌获得者。

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让盛李豪信心倍增。“更清
楚自己的目标了，在训练和比赛中也更加专注。”他说。进
入巴黎奥运周期，他的竞技状态稳步提升，多次在世锦赛、
世界杯等国际大赛中夺得冠军。2024 年，他在奥运会前
的世界杯分站赛中夺冠，并刷新了决赛的世界纪录。

“这个周期，盛李豪更加成熟沉稳，也更有责任
感。”姚烨表示，训练场上的盛李豪认真刻苦，有股倔强
劲儿。正是这股劲头，让他在射击赛场不断前行。

在盛李豪看来，每一次训练和比赛都是宝贵的成长
机会。虽然已拥有奥运冠军的头衔，但他并没有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走下领奖台，他默默复盘：“比赛中还是有
一些不足，需要好好总结。”

盛李豪夺金之前，在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女子10米
气步枪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黄雨婷获得银牌，以一金一
银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决赛中，她打出了251.8
环的成绩，追平该项目的奥运会纪录。

决赛开始后不久，黄雨婷和韩国队选手潘秀珍就稳
稳占据前两名的位置。倒数第三枪，黄雨婷出现失误，
打出了9.6环，被对手反超。黄雨婷并没有放弃追赶，决
赛最后一枪，她以10.5环成功将比分追平。

两名选手又一次站到同一起跑线。加时赛中，潘秀
珍打出10.4环，黄雨婷打出10.3环，黄雨婷以0.1环之差
负于对手，摘得银牌。

摘得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

射击健儿扩大“新版图”
本报记者 季 芳

一日摘两银

中国游泳初露锋芒
本报记者 刘 峣

一日摘两银

中国游泳初露锋芒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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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唐钱婷在游
泳女子 100 米蛙泳决赛
比赛中。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图③：排球女子小组赛 A 组
比赛中，中国队 3 比 2 战胜美国
队。图为中国队队员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图④：徐嘉余在游泳男子

100米仰泳决赛比赛中。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图⑤：帆船项目
男子快速艇-49 人
级项目比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图①：练俊
杰/杨昊在跳水男子
双人十米台决赛比
赛中。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