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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多德雷赫特站比
赛日前落下帷幕。在女子 3000 米接力决
赛中，中国队凭借最后一棒的完美超越，
获得金牌。此外，中国男队也在 5000 米
接力决赛中收获铜牌。

一金一铜的成绩相比于上一站比赛有
所进步，尤其是男女队在接力项目上的强
势表现令人欣慰。不过，中国队在本站比赛
的个人项目上颗粒无收。作为冲击冬奥奖
牌的主力军，展望明年的韩国平昌冬奥之
旅，中国速滑队要想再现辉煌，并不容易。

男女接力 优势仍在

荷兰站是本赛季世界杯第二站比赛，
也是平昌冬奥会的选拔赛。在首站匈牙利
的比赛中，中国队获得男子 5000 米接力
银牌，韩天宇获得男子1000米铜牌。

女子 3000 米接力是中国队的优势项
目。在匈牙利站，中国女队由于犯规未获
积分。此次出征荷兰，众将蓄力已久。

中国队派出范可新、周洋、韩雨桐和
臧一泽出战，在预赛和半决赛中均以头名
晋级。进入决赛，中国队在开局并不理想
的情况下，在比赛还剩 11 圈时伺机超越
到第三位。而在最后一棒时，范可新在韩
国队试图外道超越加拿大选手时“渔翁得
利”，从内道直接超越两人率先冲线，以

“绝杀”的方式把首站比赛丢掉的金牌夺

了回来。
对于中国女队的表现，国际滑冰联合

会官网评价道，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拿下
的首金，将激励中国队在上海站和首尔站
取得更大的成功。

而在男子 5000 米接力中，中国男队
在半决赛中遭遇韩国队多次犯规阻挡，虽
然未进入小组前两名，但被裁判直接判进
决赛。决赛中，面对加拿大、荷兰、日本
和俄罗斯队，由武大靖、韩天宇、许宏志
和任子威组成的接力队第三个冲线，继上
站比赛后再次获得奖牌。

个人项目 面临挑战

虽然在接力项目上可圈可点，但中国
队在个人项目上却遭遇“全军覆没”，无
人进入男女 1000 米、男女 1500 米和男子
500 米决赛，只有范可新进入无关奖牌的
女子 500 米 B 组决赛。没有一人进入单项
A组决赛，这在过去并不常见。

在个人项目上，韩国与欧洲选手表现
强势。女子比赛中，韩国队的沈石溪和崔
敏静分别摘取1000米和1500米桂冠，500
米金牌被加拿大人圣格莱斯获得。在男子
比赛中，500米、1000米和1500米金牌分
别被加拿大、荷兰和韩国选手瓜分。

从目前来看，韩国队仍是中国短道速
滑队冬奥征途上最大的拦路虎。韩国女队

拥有崔敏静和沈石溪两员强将，男队也有
林孝俊和黄大恒这两大青年才俊，在重视
配合的短道项目上，韩国队拥有集团作战
的优势。

比较来看，中国短道队目前在中长距
离上竞争力一般，在优势项目男女 500米
项目上也没有绝对把握。两站比赛下来，
确实给中国短道队敲响了警钟。

百米大战 两人领衔

在 500米项目中，范可新和武大靖是
目前中国短道队的“最强武器”。今年 3
月举行的世锦赛上，武大靖在 500米比赛
中摘银，连续两届世锦赛获得亚军。而范
可新则实现了世锦赛 500米项目上的三连
冠。不过两人在上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中
成绩并不亮眼，其中范可新在6站比赛中
仅拿到过一次冠军，武大靖则是在上海和
韩国站夺冠。

作为中国短道队的王牌项目，中国队
连续 4 届冬奥会斩获女子 500 米冠军，武
大靖也在索契冬奥收获银牌。随着平昌冬
奥会的临近，中国短道队依然要仰仗范可
新和武大靖的实力和经验，尽管两人在冬
奥周期状态有所起伏，但“扛旗”的责任
必须落在他们的肩上。

在短距离项目上，老对手韩国队近年
来进步迅速。荷兰站比赛中，黄大恒和林

孝俊分获 500米银牌和铜牌，崔敏静和沈
石溪则包揽了冠军和季军。平昌冬奥会，
韩国队主场作战，会给中国军团带来不小
的挑战。

所幸，世界杯还有两战比赛，中国队
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在 2014 年索
契冬奥会女子 500米决赛中，李坚柔在范
可新无缘决赛的情况下，一举“逆袭”夺
冠。关键时刻的韧劲和自信心，仍是中国
速滑队的优势所在。

及时调整 期待辉煌

在谈及中国速滑队的整体表现时，世
界冠军刘秋宏认为，中国队有自己的打
算，可能等到冬奥来临之际再逐渐调动出
最佳状态，相信会一站比一站有进步。

2014 年，在王濛受伤的不利形势下，
中国队在索契冬奥会上取得 2 金 3 银 1 铜
的佳绩。刘秋宏说，上个冬奥周期周洋一
度表现萎靡，韩国队都不把她当对手了。
但在索契冬奥会上，周洋状态爆发，蝉联
女子 1500 米金牌。因此，不能单纯以世
界杯的表现断定冬奥会的表现。

结束荷兰站比赛后，中国队将回国备
战下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站奥运资格赛以
及 11 月中旬的韩国首尔站比赛。及时调
整、全面蓄力，人们期待中国速滑队在平
昌冬奥会上再续辉煌。

高难度动作实现卫冕

“我一直没有去看对手的分数，
就是让自己保持冷静和专注。”决赛
场上，范忆琳的面部表情一直保持平
静。

决赛的争夺异常激烈。比赛中，
俄罗斯选手耶列米娜、伊莲科娃分别
拿到 15.1 分和 14.9 分，欧锦赛冠军、
比利时选手德瓦尔勒也得到15.033的
高分。其中耶列米娜和德瓦尔勒的动
作难度达到了 6.3，这个难度系数与
范忆琳在资格赛使用的动作相同。

狭路相逢勇者胜。虽然还处在全
运会后的疲劳期，范忆琳和她的主管
教练王群策商议后，决定拿出难度高
达 6.5的动作，其中包括以她名字命
名的新动作“范忆琳下”（后摆转体
180团身后空翻两周下）。

最终，范忆琳虽然在下法上动了
一小步，但还是以 15.166 的高分夺
冠，成为继程菲之后，中国第二位蝉
联世锦赛单项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
员。

这个宝贵的冠军，让范忆琳如释

重 负 。 2015 年 的 格 拉 斯 哥 世 锦 赛
上，由于规则原因，范忆琳与科莫
娃、斯皮里多诺娃、科西安4人并列
夺冠。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高低杠资
格赛中，她由于失误没能晋级决赛，
留下深深遗憾。这次世锦赛高低杠项
目决赛，范忆琳能及时调整心态，走
出失利阴影，难能可贵。

刻苦训练造就“大心脏”

1999 年出生的范忆琳自小在上
海生活、读书。6岁时，她被父亲送
到上海市嘉定区红卫幼儿园学习少儿
艺术体操。同年，她被上海虹口少体
校体操队录取，走上体操之路。

2010 年，正在上海体操队带队
训练的女队主教练周世平迎来了新一
批从各区县选送的小队员，爱笑的范
忆琳让他眼前一亮。1年后，范忆琳
在全国青年锦标赛高低杠项目的夺冠
更是让他印象深刻。决赛前一天，12
岁的范忆琳突然开始腹泻并伴随高
烧。周世平和范忆琳的父母赶紧将她
送到医院输液。结果范忆琳第二天一
醒来，就坚持要求上场比赛。

高低杠是危险系数相当高的项
目。比赛期间，周世平一直站在器械
边保护，紧张得双手手心浸透了汗
水。最终，范忆琳成功完成整套动
作，勇夺冠军。

“当她稳稳落地那一刻，我意识
到，这个小姑娘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
世界顶尖选手。”周世平回忆说。

一到赛场，范忆琳总能发挥出训
练时的最好水平，让人觉得她是一个
为大场面而生的女孩，拥有一颗承受
力超强的“大心脏”。然而，这种超
强控制力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辛苦。

范忆琳的父亲范炳柱曾是一名摔
跤运动员。他回忆说，由于范忆琳腿
部力量较弱，需要通过长时间训练来
加强，“她的手皮不知道剥了多少
层，脚趾头大拇指指甲练得都翻过来
了”。正是平时的刻苦训练练就的超
强意志力，造就了范忆琳“为大场面
而生”的状态。

勇于突破确保新优势

此次世锦赛后，王群策在总结范

忆琳的表现时说，这个冠军是范忆琳
冲击东京奥运会的起点，“我们会帮
助她全力冲击东京奥运会。”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体操高低杠
项目将夺冠规则修改为“在得分相同
情况下以完成分决定名次”。同时，
规则修改后，6.5 的成套相当于上个
奥运周期 7.0的难度，而范忆琳上个
周期的最高成套难度曾达到 7.1。对
以难度见长的她来说，新规则无疑是
一大利好。

终于“独享”世锦赛高低杠金牌
的范忆琳也坚定了继续向“高精尖”
发展的信心。“希望回去能发展出更
高的难度，东京奥运会将继续冲金高
低杠。”范忆琳表示，未来将弥补动
作完成质量这一短板，同时在自己擅
长的“难度研发”上持续扩大优势。

而对于中国女子体操来说，经历
里约奥运会仅获两枚团体铜牌的历史
低谷后，需要更多像范忆琳这样敢于
突破的选手站出来。从以往的求稳确
保奖牌到如今主动向更高难度发起冲
击，期待这样的新面貌和心态能让中
国女子体操在东京奥运周期里取得更
大突破。

中国短道速滑瞄准平昌冬奥
本报记者 刘 峣

蝉联体操世锦赛高低杠冠军

范忆琳：为大场面而生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两次单臂转体、后摆转体180团身后空
翻两周下……10月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举行的体操世锦赛高低杠比赛中，17岁中
国小将范忆琳以一套难度分世界最高的动
作惊艳全场，并以15.166分、高出亚军0.066
分的成绩蝉联该项目世锦赛金牌，帮助中国

女子体操实现了该项目世锦赛四连冠。
从 6 岁在上海市虹口少体校结缘体

操，到15岁走进国家队，再到笑傲世锦
赛、失意里约奥运会，在辉煌与低谷中，
这个为大场面而生的小姑娘用刻苦努力和
坚强意志，开启了新征程。

国庆、中秋假期结束，2017
中国网球公开赛也落下帷幕。本
届 中 网 入 场 人 数 超 过 18.9 万 人
次，观众餐饮和官方纪念品消费
达到 652 万元，吸引了 42 家赞助
商合作伙伴。这些数字表明，本
次中网公开赛取得了较大成功。

网球是一项高度职业化、特
色化的体育项目，随着中国经济
的增长、消费结构的优化以及体
育事业的发展，网球运动在中国
的普及率不断升高，中国网球赛
事的整体水准也在稳步提升。

以此次中网公开赛为例。一方
面，本次比赛彰显出中国网球赛事
在硬件设施、服务水平上的迅速发
展。本届赛事，中网对音响、网络全
面升级，加装 LED 屏幕、无线网络
全覆盖等做法均受到好评。另一方
面，中网也在网球普及上持续发
力。本届赛事，青少年推广及公益
活动成为一大亮点，美籍华裔传奇
球员张德培、16个大满贯得主纳达
尔均参与其中。“京藏宏志班”的31
名贫困家庭孩子也走进中网赛场，
感受网球赛事的魅力。这些都为大
众参与网球运动注入正能量。

中网的成功是中国网球赛事
爬坡过坎、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
前进的缩影。不过，作为全球网
球赛事的跟进者，中国网球事业
仍然面临许多“成长的烦恼”。

收入结构失衡是一大问题。
纵观国际四大满贯赛事，其赞助
商收入、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权
收入和特许产品经营收入早已形
成稳定、均衡的发展结构。反观
中国网球比赛，则普遍面临着赞助
收入过高，门票和电视转播、特许
经营权收入过低的窘境。收入结构
失衡、过度依赖赞助商，显然不利
于中国网球赛事的健康发展。

专业化运营水平较低也是软肋
之一。相对于国外完全市场化的赛事运营体系，中国网球
赛事经营的商业化水平较低，在网球赛事经营和管理方面
缺少成熟的运营主体和人才支撑。这就需要中国在网球赛
事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既保障网球事业的健康规范发
展，又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网球赛事的专业化运营水平。

品牌文化建设也是中国网球赛事的一大短板。一
项体育赛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辨识度和品牌
影响力。例如，澳网在全球观众心中成功打造年轻、
开放、创新的形象；温网则是文明、高雅、礼仪的代
名词；法网赋予网球比赛以独特的浪漫艺术气息；美
网则以成熟出色的现代化商业运营著称。随着中国网
球赛事运营逐步走向成熟，如何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国际网球顶级赛事，成为一道必答题。

“成长的烦恼”不可避
免，解决这些“烦恼”也不
可能一蹴而就。对于中国
这个世界上潜力最大的网
球市场而言，有“烦恼”并
不可怕，关键还在于能否
克服机制障碍和浮躁之
风。只有这样，才能诞生更
多的顶级网球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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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彭训文） 由
中国马术协会组织的备战东京奥运

“中国马术奥运之队”全球招募活动
日前在北京启动。

此次全球招募将采用全球跨界、
跨项、跨国（地区）选人才、选良马的

策略，让来自不同界别的国内外精英
参与到备战工作中。据悉，中国马术
协会将组成专家组，对教练员、运动
员、兽医、驯马师及马主进行全方位
选拔，计划在今年 11 月初正式成立
中国马术奥运之队。

本报电（言川） 2017 中国重庆
开州“天致药业杯”汉丰湖国际摩
托艇公开赛日前开赛，来自中国、
美国、英国、韩国等23个国家和地
区近 200 名摩托艇运动高手参赛。

比 赛 分 为 水 上 摩 托 、 方 程 式 、
P750S、水上飞人等4个类别10个项
目，设置了国内公开组、职业/专业
组、挑战组、国际公开组等 4 个组
别。

朱婷亮相新赛季

10月9日，土
耳其瓦基弗银行
排球队召开新赛
季新闻发布会。
继续效力球队的
中国球员朱婷与
队友和教练一同
亮相，剑指土耳
其和欧洲冠军。

图 为 朱 婷
（左一）与队友合
影。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摄

中国马术奥运之队全球招募

重庆汉丰湖国际摩托艇赛开赛

许宏志 （右） 与任子威在比赛中交接棒。新华社发许宏志 （右） 与任子威在比赛中交接棒。新华社发

本报西安10月 10日电 （记者
龚仕建） 10月9日，陕西省西安市和
华润集团举行“迎接第十四届全运会
场馆建设动员大会”。承办2021年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的主场馆——西安
奥体中心培土奠基，进入建设阶段。

西安奥体中心项目地处西安国
际港务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6 万

人大型体育场、1.8 万人大型体育
馆、游泳馆以及配套建设全运村、
全运湖、全运公园、西安体育培训基
地和健康运动小镇等，总建筑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60亿元。项
目计划分两期建设。2019年6月建成
两馆一湖一园项目；2020年6月整体
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营。

西安全运会主场馆培土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