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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全运会中，作为
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而引进的3个混合团体射
击项目，吸引了众人目
光。9 月 1 日的比赛中，
河北队和江苏队均以 0.1
环的优势险胜对手，分别
获得 10 米气手枪和气步
枪混合团体赛冠军，看得
观众直呼“刺激”。

这是混合团体射击赛
首次进入全运会赛场。男
女选手混合搭配，资格
赛、半决赛和金牌战三轮
赛程，以及单发对决的

“抢七”赛制，使不少运动
员备感压力。有的甚至发
挥失常。不过，获得 10米
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的高
霆捷认为，团体赛实质上
还是个人赛，“把自己做
好，基本上就没问题。”

近年来，为了增加比
赛的悬念感和观赏性，吸
引更多人热爱体育、参与
体育，射击比赛的竞赛规
则和项目设置都有很大变化。规
则变化后，有的射击新星崭露头
角，也有的奥运冠军不幸落马。

其实，不只是射击，任何体
育项目的竞赛规则都是不断调整变
化的。或是为了提升比赛的公正性，
或是为了增加观赏的趣味性，或是为
了与国际接轨。国际赛场上，国际田
联、国际足联等也不断调整各自领域
的比赛规则。对于运动员而言，应对
变化的规则是一项不变的挑战。

不过，从根本上说，
无论规则如何变，对运动
员核心技能的考核不变。
所谓“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正如射
击比赛，不管如何规划比
赛流程，采用何种计分方
式，团体赛还是个人战，
考验的都是运动员射得
准、射得稳的能力。

无数优胜者的经验说
明，做好自己，以不变应
万变，才是最佳的应对之
道。如果唯结果论，寄希
望于从规则的变化中寻找
捷径，投机取巧，也许可
能收获暂时的佳绩，但往
往容易走向歧途，本末倒
置，沦为规则的奴隶。

当然，在核心技能之
外，选手还应该注意提升
专注力和稳定性，以及
适应规则的心理素质，这
不仅有助于积极适应变化
的规则，也是作为一名运
动员的基本功。毕竟好运

气源自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的积淀。
做好自己更是一种修身自省

的智慧，以不变应万变是一种成
竹在胸的泰然。面对不断变化的
新规则，运动员只有处理好自我
与外界、变与不变的关系，方能
举重若轻，更好地诠释“更高更
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在第十三届全运会赛场上，一群远道而来的选手成
为媒体和现场观众关注的焦点。他们就是来自海外的8名
华侨华人选手。虽然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但出于
对祖 （籍） 国的热爱，他们远渡重洋，汇聚在天津全运
会的赛场上。

这是全运会首次邀请高水平华侨华人运动员参赛，
最终共有8名选手入围，参加马术、射击、田径、游泳4
个项目比赛。在天津，他们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全运故
事，也深深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海归”选手夺马术铜牌

参加全运会马术场地障碍个人赛的 39名选手中，以
华侨选手身份参赛的朱美美是仅有的两名女选手之一。

今年 25岁的朱美美生长在美国，五六岁就开始接触
马术。为了磨练骑术，她常年在德国训练和生活。为了
能回祖国参加更多的比赛，她放弃了美国国籍。她说，

“这是因为爱。”如今，她成了中国国家队该项目第一位
“海归”选手。

8月31日的第二轮比赛中，朱美美与坐骑“卡梅罗”
配合得近乎完美，顺利通过全部障碍，最终获得一枚宝
贵的铜牌。

谈及未来，朱美美希望在奥运赛场为祖国征战。里
约奥运会选拔赛时，她以一分之差与奥运会失之交臂。

“参加奥运会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会更加努力训练，争取
今后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朱美美说。

田径场上的全能好手

9月2日，田径赛场，女子标枪选手妮娜虽然只投出

45.04米，但观众依然为她热烈鼓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
因是，她是本届全运会田径赛场上唯一一名华人选手。

今年 19岁、来自加拿大的妮娜，是中国田径名将郑
凤荣、段其炎的外孙女。1957 年郑凤荣曾以 1 米 77 的成
绩打破当时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中国首位打破世
界纪录的女选手。段其炎则是 1959年首届全运会男子跳
高冠军。

从小就跟着姥姥、姥爷练田径的妮娜，在田径场上
成绩可不一般。今年她的女子七项全能项目曾达到 6021
分，目前世界排名可以排在39位，在20岁以下选手中则
能排在第四。这个成绩即便在加拿大也能没有悬念地会
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

在全运会，她只参加了标枪和铅球两个项目。因为
准备时间较短，最终成绩并不太好。不过妮娜并不在
意，她说，“姥姥 （郑凤荣） 当初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参加
奥运会，我会更加努力，希望能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弥补姥姥的遗憾。”

华人射击选手享受比赛

在 8 月 28 日进行的全运会男子 50 米手枪慢射比赛
中，一名选手放弃了厚重的射击服，身着短袖衫轻装上
阵。他就是美籍华人选手石晶。里约奥运会时，他曾以
选拔赛第一名的身份代表美国队出战。谈及此次比赛为
何轻装上阵，他说：“能够登上全运赛场已经是意想不
到的惊喜，我要珍惜每一分钟，好好享受比赛。”石晶
说。

资格赛中，他的靶位被安排在了庞伟和谭宗亮之
间，能与两位奥运名将同场竞技让石晶兴奋不已。赛
后，他特意拉着两人合影，算是送给越洋归来的自己一

份特别的礼物。
天津是石晶的故乡，之所以千里迢迢回国参赛，很

大原因是那份割舍不断的乡情。“能在天津参加全运会，
亲身感受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令我今生今世难以忘
怀。”石晶说，如果下届有机会，他还会再来。

“少年团”成泳池明星

这些天的全运会游泳赛场上，如果说谁的风采能与
孙杨、傅园慧等中国泳坛明星媲美，那当数5名华侨华人
游泳少年了。他们都未满 18岁，堪称由华侨华人组成的

“少年游泳团”。他们的出现，不仅让游泳成为本届全运
会华侨华人参赛最多的项目，也让游泳赛场的气氛变得
更加温暖。每次他们比赛时，观众的加油声、欢呼声和
掌声都显得更加热烈。

同为 17岁的陈嘉瑞和张翔远是“美国匹兹堡双星”，
这对一起长大的好友都从3岁时开始学习游泳，并很快喜
欢上这项运动。两人目前既是高中同学，又同为校队效
力。

陈嘉瑞的父母都是从江苏省苏州市移居美国的华
侨。听说海外侨胞能参加本届全运会，父母立刻为他报
了名。陈嘉瑞十分看重此次经历：“虽然我出生在美
国，但是中国是我的根，对我来说，回家很重要。和祖
国的运动员一起比赛，对我一生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
历。”

在 8名华侨华人中，张翔远的中文说得很溜。他解释
说：“妈妈是北京人，爸爸是广东人，爷爷奶奶都在美国，
他们不会说英文，所以在家里大家都说中文。”他可谓游
泳项目的全能选手，参加了男子 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
泳、100米仰泳、100米蝶泳和200米混合泳4项比赛。

“祖国强大了，我们海外侨胞更加自豪，回国参加全
运会，实现了我长期以来的回家梦。”虽然最终成绩不太
好，但张翔远更看重此次参赛的收获。

16岁的华侨选手余腾渤出生在北京，8岁到加拿大读
书。在加拿大学习期间，他曾连续两年在加拿大全国青
少年锦标赛夺得 50米自由泳冠军，目前已入选加拿大国
家游泳队预备队。9月5日，他将参加男子50米自由泳比
赛。对于有机会与宁泽涛同场竞技，余腾渤表示，“我很
开心，也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会不断努力，实现超越偶
像、参加奥运会的梦想”。

年仅 15岁的华人选手任嘉骅是参赛年龄最小的华侨
华人选手，他来自美国旧金山，参加100米仰泳和400米
混合泳。能够参加全运会，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让他
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体育大学训练期间参观冠军园里的
冠军之路，“里面印有很多从这里走出的冠军的脚印，很
震撼”。

17 岁的华人少年黄汲清来自美国休斯敦。父亲黄天
滋是一名华人科学家，这次他主动为儿子报名参加全运
会蛙泳比赛。由于是以个人名义参赛，黄天滋做好了自
费参赛的准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抵达北京后，北京
体育大学不仅负责父子二人的食宿，还派一名经验丰富
的教练帮助5名参加游泳项目的华侨华人选手备战，学校
还分担了一部分费用。

在运动员村，黄汲清和家人住在一起，不仅品尝了
全国各地的可口美食，还体验了手绘脸谱、剪纸、捏面
人等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黄汲清说，他和其他华侨华人选手感受一样，处处
能感受到回家的温暖。“很多选手、志愿者会主动和我们
交流，问在这里比赛、生活还有什么困难。总之，回家
的感觉真好”。

全运走笔

第十三届全运会特别报道第十三届全运会特别报道

8名华侨华人选手闪耀全运会

“回家的感觉真好！”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全运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更年轻的谢震业
笑到了最后。

这可能是中国近年来水准最高的一场百米
“内战”。与谢震业同场竞技的，是两次世锦赛决
赛参赛者苏炳添、中国首个达到10秒大关的张培
萌……

从起跑开始，谢震业就抢得领先位置。尽管
途中跑更出色的苏炳添一度拉近距离，并在最后
20 米一度齐头并进，但谢震业还是凭借强力冲
刺，率先撞线。10秒04，这是谢震业的个人最好
成绩，也是他首次夺得全运会金牌。

做好自己

“感觉好像还没比完，不太相信！”加冕百米
飞人，谢震业感觉像在做梦一般。

在不久前的伦敦田径世锦赛上，谢震业因左
腿肌肉拉伤，无缘百米决赛。要知道，为了备战
世锦赛接力比赛，他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主项 200
米，转而专攻100米。

“金牌是对自己伦敦世锦赛的一个补偿。”谢
震业说，“我告诉自己，只要做好自己，就相当于
把压力抛给了对手。”

起跑并不是谢震业的强项，不过在决赛中，
他从起跑之时就确定了领先优势。“在起跑方面，
前几年还是有问题，这两年跟苏炳添一起训练，
学到很多起跑经验，但还是时好时坏，处在不稳
定状态。如果自己能处理好前程，不受别人干
扰，成绩不会差。”谢震业说。

收获自己的第一个全国冠军，给谢震业注入

了一针强心剂。“这场决赛的表现，是对我前段时
间技术改进的肯定，证明我走的道路是对的，不
过还需要在技术等方面继续打磨和雕琢。”

信念引领

对于谢震业的表现，中国接力队的队友苏炳
添和张培萌也不吝赞美。

苏炳添说：“从谢震业这场比赛的情况来看，
他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希望通过这次全运会男
子百米精彩的表演，让中国越来越多的观众喜爱
田径运动，参与到其中。”

张培萌说：“谢震业世锦赛时受伤，恢复没多
久。但在全运会这么重要的比赛上，他这么年

轻，还能顶住压力，战胜苏炳添这么强大的对
手，很有前途。苏炳添和谢震业都是目前中国队
达到国际水准的选手。”

从在接力比赛中并肩作战，到在百米赛场成
功夺冠，谢震业实现了从仰望到超越的过程。谈
及前辈，他充满感激。“他们给我们一种信念引
领，正是因为他们高水平的突破奋斗，给我们年
轻运动员一缕曙光，前面有光照着，就给我们信
念，所以我非常感谢苏炳添、张培萌。”

实力冲击

10秒04的成绩，让谢震业成为第三位跑进10
秒05的中国飞人。这一成绩也超越了日本飞人桐
生祥秀，名列本赛季亚洲第二。

更重要的是，1993年出生的谢震业比张培萌
小6岁、比苏炳添小4岁。看未来，谢震业还有一
定的提升空间，也已经具备了跑进 10 秒的能力。
不过，要冲击10秒大关，谢震业还需要身体和技
术上的进阶与爆发，要想在正式比赛中跑出出色
的成绩，需要更多的训练和保障。

今年 4 月，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的田径公开
赛上，谢震业曾在超风速的情况下跑出 9.91秒的
成绩。尽管并未列入正式记录，但依然让人看到
了谢震业的潜力。

谢震业说，冲击 10 秒大关，就在明年。“如
果我技术的稳定性可以再扎实一点，我想自己明
年可以冲击这个境界。因为10秒对我们来说是一
个门槛、是一个新的世界。我相信明年自己会踏
入新的世界，不靠风速，我要靠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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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夺全运会百米飞人大战金牌

谢震业：下个目标 跑进十秒
本报记者 刘 峣

9 月 3 日，谢震业在全运会男子 100 米决赛中
以10秒04的成绩夺冠。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