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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体育发展史演绎着一个个荡气回肠、属于所
有中国人的精彩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便承担起提高国民体质、展
示国力、凝聚民心的作用。“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
太平洋里去！”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那时发出的心声。

1956 年，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
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9 年，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获得
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新中国体育力量的
登场，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强。

1979年9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上，年仅 17 岁的陈肖霞夺得中国首个跳水世界冠军。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伴着改革开放的铿锵鼓点，
这个充满豪情的呼声，成为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传遍
祖国大江南北。

就在陈肖霞夺冠的同一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奥委
会的合法地位，重回奥运大家庭的中国体育阔步走向世界。

那是很多中国人如数家珍的镜头：1984 年洛杉矶奥
运会，中国代表团重返夏季奥运会赛场，许海峰为中
国队射落奥运首金。截至 2018 年底，中国运动员在各
类国际大赛中获得世界冠军 3458 个、奥运冠军 237 个，

创超世界纪录 1332 次……
1981年3月，中国男排战胜韩国男排，取得男排世界杯

入场券。喜讯传来，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北京大学学生欢欣
鼓舞，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青春洋溢
的呐喊，激荡起无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与奋斗豪情。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赛上全胜夺冠，
拉开了传奇的“五连冠”序幕，女排精神上升到民族精
神高度，一直延续至今。

从女排精神到乒乓精神、女足精神，新中国体育的
70年岁月承载了无数家国情怀与功勋荣耀。在百废待兴
的年代，体育让中国人找到了民族自信与自尊；在改革
开放的年代，体育精神激励着年轻人投身大潮、激荡梦
想；在新时代，体育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凝
心聚魂的强大动力。

“中国何时有人参加奥运会？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
奖牌？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曾几何时，百年前“奥运
三问”萦绕在中国人心头。从解答第一问到实现第二问
的目标，中国人花了半个多世纪，而从实现第二问到完
成第三问，只用了 24年。体育与国运息息相关，中国体
育的追梦之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之路。

体育，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锋。48年前，“小球推动
大球”的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2008年北
京奥运会的举办，使中国与世界交流之门越开越大。在中
国竞技体育勇攀高峰的同时，中国运动员的实力与风采也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释放。以姚明、刘翔、李娜、朱
婷等为代表的优秀运动员，在世界体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
的印记，他们凭借开放、自信的品质，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和
喜爱，展示了新一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
的态度得到了广泛认可。继成功主办夏季奥运会之后，2022
年冬奥会的圣火也将在中国点燃，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届时，全球
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再次领略开放包容的大国气象。

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2008年北京
奥运会后，8月8日成为中国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上升为
国家战略。从风靡全国的马拉松、广场舞，到年轻人热衷的
足球、篮球；从重焕光彩的传统体育项目，到逐步“走出山
海关”的冰雪运动……健身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
式，成为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70年来，中国体育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中国经

济大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体育消费被激
活，健身服务业和竞赛表演业日益活跃；产业体系逐步完
善，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基地，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体育企业和品牌实现了“走出去”。到 2035
年，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70 年峥嵘，中国体育同民族复兴之梦紧密相连；70
年拼搏，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声音越发响亮。

70年，体育强国进行时！

向体育强国阔步前行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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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实现“零的突
破”，夺得男子自选手枪射击比赛金牌。图为许海峰在领
奖台上。 新华社记者 官天一摄

图②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杨扬夺得短道速滑女子
500米比赛金牌。图为杨扬在领奖台上。

新华社记者 罗更前摄
图③④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吉 祥 物“ 冰 墩 墩 ”和

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 新华社发
图⑤ 中国女排教练郎平 （中） 和团队在2016年里约

奥运会上庆祝夺冠。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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