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责编：刘 峣 邮箱：beijing2008@people.cn

2014年8月27日 星期三 体坛纵横

这几天，人们关注南京青奥
会，主要不是看重锦标和奖牌。
在这里，场上的竞争和场下的欢
娱具有同样分量的意义，不论是
参加决赛的夺标者还是无缘奖
牌的落后者，同样领略了奥林匹
克的精髓；不论是为青奥会奉献
的工作者还是仅仅来观赛的南
京市民，同样沐浴着奥林匹克的
阳光。

人们似乎感到青奥会与过
去的奥运会或运动会有所不同，
也许这正是青奥会的初衷。13
年前，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提
出举办青奥会的设想就是：既要
聚集世界所有具有天赋的青年
运动员，组织具有高度竞技水平
的赛事；又要让青奥会在传递奥
林匹克精神方面成为具有教育
意义的项目，让青少年们从运动
中收获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整
合教育和文化内容，鼓励青年人
以奥林匹克的价值观来生活，并
成为奥林匹克的大使。

青奥会让我们认识到，奥林
匹克精神的传播不仅在展示更
快、更高、更强的竞技场，还在每
天进行各种各样交流活动的青
奥村，在体育与文教相得益彰、
活力四射的南京城。青年是一
个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以一种
独特而有力的方式向世界推广
奥林匹克精神，他们以一种创新
的形式激发关于奥林匹克精神
的教育和讨论，他们在节日般融
洽欢快的气氛中分享世界各地
的文化，他们在年轻人之间提升
体育运动意识和参与感。

在主办本报《北京奥运特
刊》那几年，我每年都参加“全国
大 学 生 奥 运 知 识 文 明 礼 仪 大
赛”，从中感受到青年人对奥林匹克的天然热情。这
样的大赛虽然不是奥运会本身，但它的意义与奥运会
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对于一切工作我都很积极，或
当评委、或参与座谈、或撰稿述评。虽然北京奥运会已
过去多年，但这一项活动还在以类似的方式继续着。
至今我仍不能忘记那几句歌词：“我们拥有飞扬的青春，
我们期盼奥运的辉煌。让我们从这里开始，用奥林匹
克的精神激励成长。”

的确，我们要让更多的青年意识到，奥运会是一
种形式，各种运动会和竞赛也是形式，而奥林匹克精
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像太阳的光芒，无论你在
哪里都会感到它的能量。我们希望奥林匹克的阳光，
每一天都能照到地球上的每一处角落的每一个人。
你随时可以参与各种体育运动，你随时可以感受奥林
匹克的温暖。奥林匹克并非像桃花潭一样深不可测，
也不像象牙塔一样高不可攀，只要你有一颗向往美
丽、勇气、荣誉的心，奥林匹克就在你的身边。

前几天，听到国际奥委会委员、青奥会改革小
组成员杨扬谈到，未来的青奥会可能会把申办的优
先权给予那些很难承办奥运会的国家。我想，这是
奥林匹克发展之路上一个不错的主张，这是一个让
各国青年更充分分享奥林匹克带来进步的创意，这
是一个真正让未来
的奥林匹克超越竞
技体育、回归本真
的改革。

每逢大型运动会，总有新星脱颖而出。本届
青奥会，中国队派出 123名运动员参赛，虽然都
是青年选手，却不乏正在崭露头角的新星——体
操小花王妍，游泳小将沈铎、余贺新，百米女飞
人梁小静……他们无疑将成为中国体育的希望。

头号热门“压力山大”

女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国队的王妍是当
之无愧的头号热门，她是国家队成员，也是该项
目的亚青赛冠军。

比赛中，王妍使用了可以参加成人组比赛的
动作——这是对自我的挑战。

不幸的是，王妍在比赛中出现严重失误，与
全能项目奖牌失之交臂。赛后她表示，每当踏上
比赛场地，都感到“压力山大”。

不容过多调整，紧张的比赛接踵而至。放
下包袱的王妍终于在强项跳马中展现统治地
位，并在非强项的平衡木上再度发力。在她轻

松跃下平衡木的一瞬间，全场响起热烈的掌
声，她的教练也握紧拳头，挥动手臂，为弟子
的表现叫好。

游泳赛场后继有人

青奥会游泳比赛，中国小将成绩喜人。其
中，被誉为“铎金王”的江苏小将沈铎、被称
为“孙杨第二”的余贺新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新
星。

今年17岁的沈铎火力全开，一举拿下了6枚
金牌，其中4枚来自接力比赛。在强项自由泳比
赛中，她先以53秒84的成绩刷新了女子100米自
由泳的世界青年纪录，随后又以1分56秒12夺得
200米自由泳冠军。

沈铎性格直爽，能说爱笑，她说：“我是那
种比较执著的人，只要认定一个东西肯定不会放
弃，游泳就是我到现在最执著的东西。”

男子泳将中，来自广东的余贺新表现最为抢

眼，他不仅将 50 米自由泳和 50 米蝶泳的冠军收
入囊中，还获得两块接力金牌。

帅气的小伙子同样“霸气侧露”，对被外界
称为“孙杨第二”颇不感冒。“谁都不想跟着别
人屁股后面走，我也不想做什么孙杨第二，我要
做余贺新第一。”

女飞人是个中国妞

同组选手抢跑被罚、起跑反应时间倒数第二
……当压力涌向17岁的广东姑娘梁小静时，她用
实力和冷静书写了一个新的纪录：第一位在奥运
赛场百米跑道上夺冠的中国人。

11 秒 65，虽然这不是梁小静的个人最好成
绩，却将写入中国田径的历史。

梁小静说：“我的目标就是‘走向世界’，希
望能够走上亚运会、奥运会这样更大的舞台。现
阶段我还要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训练，不
断提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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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和比赛谁是第一？体育如何回归本源？

青奥会 教给我们这些事
本报记者 刘 峣

南京青奥会特别报道南京青奥会特别报道

点赞青春

南京青奥会，越来越显示出浓浓的青
春范儿。

比如，呆萌的吉祥物砳砳，从被吐槽
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热议、追捧
的“二胡卵子”；风华正茂、表现优异的青
少年运动员，被观众们捧为“素颜美女”
和“小鲜肉”……

南京青奥会的魅力，正随着赛场内外的
欢乐气氛逐渐释放。这样一届别样的奥运
会，也以其渐浓的气氛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
奥林匹克运动的认知，使人们对于竞技体育
乃至青春的力量，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闪耀青奥的中国新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训文彭训文

砳砳

“抢头条”
青奥会开幕以来，吉

祥物砳砳的“人气指数”
直线飙升。从被吐槽“很
丑”，到成为青奥会头号

“萌主”，砳砳用属于年轻
人的方式——充满活力的
卖萌和搞怪——完成了一
场华丽“逆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任正来摄摄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摄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任正来摄摄

王妍余贺新余贺新余贺新 梁小静梁小静 沈铎沈铎沈铎

友谊奖牌同重

本届青奥会的比赛不可谓不精
彩：射击赛场，乌克兰选手科罗斯特洛
夫在男子 10 米气手枪决赛中打出了
超越世界纪录的成绩；游泳、体操等赛
场诞生了好几个“多金王”；高尔夫和
7人制橄榄球重返奥运。

对于胜利和金牌的野心，年轻的运
动员也毫不掩饰。有拼到头破血流坚
持比赛的，也有错失冠军暗自垂泪的。
中国运动员中，有“要在羽坛留下自己
印记的”羽毛球选手石宇奇，也有“李娜
所追求的，就是我所追求的”网球小将
徐诗霖。他们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年
轻一代中国选手意志顽强的风姿。

当然，赛场内外的温情故事也在
持续上演。柔道男子100公斤级比赛
中，获得冠军的伊朗选手拉明·萨法维
耶大腿肌肉拉伤，颁奖仪式结束后，银
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共同搀扶着他退
场。青奥村里，互相碰一碰“yogger”
就能交换联系方式，成为朋友；丰富的
文化教育活动把青奥村装点成越来越
精彩的大家庭。

一直以来，友谊和比赛何者第一
的探讨不时出现。青奥会的探索，无
疑给了人们一个清晰的答案。

尽管屏蔽了金牌、奖牌榜，但并未
影响年轻选手对“更快、更高、更强”的
追求。竞技——作为青奥会的主题，赛
场上依然有残酷的竞争，依然有胜利的
国歌声响起。建设体育强国，竞技体育
依然是一把标尺、一面旗帜。

与此同时，纪录和榜单的“隐形”，
不同性别、不同国家选手的“混搭”，也
在某种意义上消弭了由竞技体育滋生
出的金牌主义、锦标主义，而更突出奥林匹克运动宝贵的
附加价值。这种价值关涉友谊，也关涉教育。

体育回归教育

“让体育回归教育”。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豪言
壮语”，既是让奥林匹克运动回归本源的宣言，也是对奥
运未来改革蓝图的规划。

顾拜旦曾说：“体育教育至少在身心两方面都能取得
效果，当一个人在发展肌肉力量时，他同时也在培养他的
品质和意志。总之一句话，它在塑造人类。”回看奥林匹
克之父的初心，体育之于人的价值，正在教育。

这些稚嫩、青葱的年轻运动员，正处于身心成长、价
值观形成的阶段，从青奥会中得到的体会与感悟对于其
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一方面，从高
水平的竞技比赛中磨练自己的意志与水平；
另一方面，友谊与尊重、学习与分享，是体
育之于人生更重要的价值。

正因如此，丰富与多彩的文化和教育活动成为青奥
会的“标配”，赛事闭幕前选手们不能“跑路”回国，而是必
须留在奥运村里享受交流活动的乐趣。突破国籍限制的
比赛成为青奥会的一大看点，一场赛艇国际接力赛的优
胜奖品不是奖牌，而是一个超大棒棒糖和什锦饼干——
胜利的喜悦大家共同品尝。

让年轻的运动员们在体育教育中健康、全面地成长，
向全世界展示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这便是青奥会的着
眼点所在。

青春给力未来

“在很多国家，体育在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没
有受到重视，体育的作用被很多教师和家长所低估，这其

中就包括中国，甚至可以说，这种状况在中国更为严
重。”在东道主的地盘上，巴赫的观点一针见血。

对中国体育而言，青奥会让我们对青春的力
量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对“他山之石”有了更直

观的了解。
“体育是我国学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身体健

康，才能心理健康。我难以想象让孩子们整天坐在椅子
上学习。”加拿大游泳队领队斯沃森说。

校园体育对身心的陶冶，校外俱乐部对职业运动员
的选拔与培养，高校对于运动员的入学和毕业的严格要
求……这些，都是青奥会赖以生存的土壤。对比近些年
中国体育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青奥会像一场及时
的公开课，为中国向体育强国的腾飞提供了借鉴。

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增强青少年学生的体质，还能够
有效地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意志品质。积蓄了青春的力
量，便积蓄了国家的未来。

可喜的是，校园体育的普及力度正在加强。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改中，体育课时的增长、足球联赛的启动，让
人们对于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以及体育的普及发展，有了
更多的期待。

青奥会未已，体育的未来已经在路上了。
本组中外运动员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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