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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小比赛频掀高潮 老百姓办赛事潜力巨大

“谁是球王”带火草根赛事
杨乔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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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艇联赛5月广西开赛

本报电（记者罗俊） 中国摩托艇
联赛 2014 新赛季将于 5 月 1 日至 3 日
在广西柳州打响。本届联赛对赛制做
了重新调整，除保留中国方程式摩托
艇竞速赛、中国方程式摩托艇 PK
赛、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立式水上
摩托竞速赛这四大传统优势项目外，
还新增了坐式水上摩托水上飞人赛。

在参赛队伍方面，来自上海、安
徽、江西、山东、湖北、浙江六省市
代表队等9支传统劲旅将参赛。

桥牌再度亮相博鳌亚洲论坛

本报电（陈昭） 近日在海南博鳌
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会上，

“博鳌乐城杯”桥牌邀请赛在当地举
行。这是自 2011 年起，桥牌第四次
出现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年会上。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姜斯宪在开幕
式的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桥牌进入年会
的意义，并提到，今年 10 月在海南
还将有一次桥牌的盛宴——2014 桥
牌世锦赛。这是该项世界大赛首次在
亚洲国家举办。

国际太极拳大会将在邯郸举行

本报电（杨乔栋） 由国家体育
总局、中国武术协会等联合主办的第
十二届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将于6
月 13 日至 6 月 15 日在河北邯郸举
行。届时，来自国内外的太极拳爱好
者和武术名家将在邯郸市的广府古
城，通过比赛、展示、研讨会等多种
形式以武会友。大会内容主要包括：
广府太极拳觅源之旅、太极文化研讨
会、太极拳套路比赛、太极拳学术报
告会、太极拳“六进”展演等。

名人 谁与争锋？
本报记者 朱 凯

春茧杯第27届中国围棋名人战从4月1日在中国棋院开幕以来，至今已经决出四强，本阶段
比赛也由此告一段落。从四强名单来看，全部都是“90后”的棋手，其中两位世界冠军、一位全
国冠军、一匹“黑马”。如今的中国棋坛，真是年轻人的天下，无论出名还是不出名的，实力都不
容小觑！四强战将由夏晨琨对阵周睿羊，江维杰对阵连笑，获胜者将争夺挑战权。此4人谁将与
陈耀烨九段争夺最终的名人头衔，让我们拭目以待。

夏晨琨：
一鸣惊人
小将夏晨琨目前等级

分排名106位，他从网选赛
中杀出重围，本选赛连胜
常昊、俞斌、党毅飞、时越
和孔杰等诸多名将，一跃
成为本届名人战最大的

“黑马”。虽然名气不大，
但是去年的战绩颇值得一提：首届棋圣战连胜童梦成、李
轩豪、刘星3位猛将，16强战才输给了范廷玉；第18届LG
杯世界棋王战不仅预选出线，本赛连胜韩国等级分第二
的金志锡和曾淘汰了古力的金成进，杀入8强。

周睿羊：
重温记忆
1991 年出生的周

睿羊年少成名。2006
年，年仅15岁的他就夺
得名人战挑战权，直逼
古力的名人之位，但最
终被当时风头正健的
古力零封。此后，周睿
羊沉浸了许久，直到 2013年开始爆发，夺得职业生
涯首个世界冠军。时过境迁，如今的周睿羊已经从
当年的小少年成长为一个稳健的大男孩。重温名
人战的记忆，周睿羊的目标定然是加冕。

刚刚20岁的连笑在名人战上的战绩并不突出，
此次打入四强算是最好成绩了。连笑具有很高的围
棋天赋，但其职业棋手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许多波
折。这两年，连笑终于开始展露头角，刚刚在理光杯

上夺冠，加上此前的阿
含桐山杯冠军，他职业
生涯已经拿到两个全国
冠军。此次名人战，状
态正佳的连笑仍有可
能将走得更远。

2010年名人战决赛，江维杰3∶2击败古力，首次获
得名人头衔，终结对手六连霸的脚步。此后，江维杰两
度蝉联名人头衔并加冕世界名人。2012年，江维杰在
永城被檀啸挑落，黯然走下名人之位。当晚，江维杰甚
至掉下了眼泪。本届名
人战上，江维杰表现出
色，再次战胜古力、芈昱
廷等强手。对于卷土重
来的江维杰而言，目标
不言而喻。

江维杰：
卷土重来

连笑：
状态正佳

世界杯越来越近！近日，
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世界杯
独家版权转播商中央电视台在世
界杯广告说明会上，对外公布了巴
西世界杯的转播计划。这份根据世界杯
完全赛程制定的转播计划，将涵盖本届世
界杯的全部64场赛事，为国内浩大的足球粉
丝群体提供一场无与伦比、原汁原味的世界
杯盛宴。然而，让球迷头疼的是，又要熬夜看球！

比赛时差倒逼球迷“妥协”

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 2014
年巴西世界杯全部64场比赛的开
球时间，FIFA把64场比赛安排在
6个时间点，分别是当地时间的13
时、15时、16时、17时、19时和 21
时。然而“倒时差”变为北京时间
后，6 个时间点则被压缩成了 5
个：北京时间0时、3时、4时、6时
和 9时。在这其中，有 24场比赛
是在北京时间0时开球，凌晨4时
有17场比赛，凌晨3时和6时各11
场，而在上午 9 时的比赛仅有 1
场。此外，最受关注的决赛场也
是被安排在凌晨3时。

虽说许多球迷已惯于夜里
爬起来看球，但面对这样一份

“时差大餐”，还是有很多人表
示难以接受。实际上，通常南
美洲重要的足球赛事一般安排
在当地时间晚上七八时左右进
行，算上与中国的时差，大概
也 是 北 京 时 间 的 早 上 七 八 点
钟。这样的时间安排既符合当
地赛事的规律，也能慰藉亚洲
大批熬夜观战的球迷疲惫不堪
的心。不料，世界杯比赛时间

却改戏了，仿佛故意跟数以亿计的中国球迷过不去。

“欧洲时间”备受足联追捧

与亚洲球迷悲催地熬夜看球相比，欧洲人民看球则
要轻松许多。为了迎合欧洲的球迷、足球市场以及转播
商的需求，国际足联一改南美重要赛事的常规时间，将
比赛从晚上提前至当地时间的下午进行，按照典型的

“欧洲时间”去比赛。
毋庸置疑，欧洲是当今世界足球板块中最有分量的

一块儿。但国际足联这种赤裸裸的偏袒还是备受外界指
责。要知道，巴西地处热带，当地时间下午1时开赛无异
于把球员直接放在火上烘烤，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有不
少媒体批评说：“这是拿球员的健康开玩笑，更是对东道
主球迷的不尊重。”

从近几届世界杯的转播赛程来看，“欧洲时间”仍然是国
际足联制定赛程的主要参照标准，但这种近乎一刀切的赛事
安排确实容易伤害到广大亚洲球迷、尤其是中国球迷的心，
同时也容易招致东道主球迷和参赛球员的不满。看来，“欧
洲时间”为准的做法在今后的世界杯比赛中必须改一改了。

中国球迷呼唤“亚洲时间”

早在 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之前，国际足联就曾公
布了前 62场比赛的电视收视数据，远在另一半球的中国
电视观众竟然贡献了最多力量，创造观众总人数最多以
及收看单场比赛人数最多的纪录。从CSM全国网数据来
看，6月11日至7月12日，共有6.1亿中国观众通过央视
转播平台收看世界杯的各场比赛。

由此可见，中国的广大观众为世界杯电视转播所做
的贡献是巨大无比的。中央电视台花巨资购买了转播
权，架起了世界杯与球迷之间的一座桥梁。然而，面对
如此庞大的球迷群体、如此专业的电视转播机构，国际
足联却仍“无视”时差给广大球迷所造成的伤害，着实
令人费解。

“我并不要求国际足联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观赛习惯
去调整比赛时间，那样也不太现实。”一位铁杆球迷表
示。“我只是希望国际
足联在制定赛事转播
安排时，能考虑一下
我们的感受，毕竟足
球是一个全球性的体
育运动。”或许，国际
足联在本届世界杯之
后，能够好好考虑一
下将“亚洲时间”也
纳入赛程安排的参考
标准中去。

随着“谁是球王”第二季——中国羽毛球民间争
霸赛完美落幕，这项在民间生根发芽的草根赛事已经
成为中国业余体育赛事中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现
如今，“谁是球王”已不单单是一项比赛，还成了一个
标杆，它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圈内走
红，宣告了中国民间办赛的巨大潜力。它已发展成为
一个社会品牌，让体育真正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并将对中国今后社会体育事业以及全民健身起到更加
重要的作用。

项目选择有讲究

继 2013 年成功举办了“谁是球王”——中国乒乓
球民间争霸赛之后，谁是球王第二波“攻势”——羽
毛球争霸赛又趁热打铁在今年推出。这档由央视发起
的“草根”球类运动真人秀节目着实掀起了国内全民
健身的新高潮。

从目前已举办的两季赛事来看，“谁是球王”在项
目选择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无论是第一季的乒乓
球，还是第二季的羽毛球，在国内都有着非常牢靠
的“人脉”基础：首先，乒羽项目在国内都有着庞
大的运动人群；其次；乒乓球羽毛球的普及度高、
难易度适中、运动场地要求不高；第三，中国乒羽
运动在世界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奥运冠军辈
出。

以这样的遴选标准去选择适合
开展“谁是球王”的项目是再合适不过

了。这种“厚积薄发”的思路注定它一出
现就能吸引大多数人的目光，而事实正是如

此。“谁是球王”不仅为业余爱好者搭建了一个非
常好的平台，而且可以给人们带去欢乐和激情，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促进运动
项目的发展和进步，可谓一举多得。

参赛人物有来头

既然是民间草根形式的业余赛事，那么参赛选手
则必定是来自民间的草根选手。然而，如果你看过他
们的表现，想必你也会对他们的专业水平感到吃惊。
这些纯粹的业余选手都具备了专业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和拼搏精神，着实令人动容。

参加“谁是球王”的这些选手，虽然只是“草
根”，但他们却有着非常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他们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专属自己的运动故
事，他们或多或少地通过运动改变生活，或者被运动
一点一滴地改变着。在这种作用的驱使下，越来越多
的普通人开始从事并爱上这项运动，带动更多的人运
动起来，从而推动全民健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这些参赛选手还真算是“大有来头”。

“‘谁是球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品牌，希
望通过这个节目来盘活更多全民健身的体育项目，吸
引更多的老百姓运动起来……”央视体育频道总监江
和平也希望借力“谁是球王”这个平台，吸引更多的
仁人志士参加到运动中来。“到目前为止，‘谁是球
王’赞声一片，所有人都评价这个节目接地气，是老
百姓自己的活动。”

未来赛事有期待

与“谁是球王”第一季的乒乓球争霸赛相比，第
二季的羽毛球争霸赛在赛事策划组织、运行、比赛等
各个环节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准备工作更加充分、
赛事周期进一步延长、赛事精彩程度也大大增强，如
此一来也吸引了更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更值得一提
的是，第二季赛事还获得了冠名赞助商加入，创造了
赛事自身的商业价值，让赛事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正是基于这些进步，‘谁是球王’的影响力才会
更大，亲和力更强，同时也能释放更多正能量。”江和
平表示。“今年世界杯之后，我们将推出足球民间争霸
赛，足球球王一定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体，并且这个
集体要能在中国未来的足球发展中承担一定的角色。”

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所评价的：“‘谁
是球王’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不可否认，未来的

“谁是球王”将继续秉持全民健身的运动理念，继续推
出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草根赛事也将在中国体育大
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