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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晚，在东京
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
目比赛中，中国组合黄
雪辰/孙文雁获得亚军。

走下领奖台，两人
饶有兴致地看起了自己
的比赛回放视频，还不
时打趣——“我们像两
只大海龟”“我的颈纹太
明显了”。

黄雪辰和孙文雁都
是经历数届奥运会的老
将，对这样的竞技场面
已经非常熟悉，虽然没
有如愿夺金，但获得银
牌也在她们的预料中。

“拿到这样的成绩，
我 们 俩 都 非 常 开 心 ！”
孙文雁说，“从 2014 年

开始，我就和黄雪辰搭档参赛，经过诸多国际大赛
的磨砺，发挥越来越稳定。这枚银牌证明了中国
花游的实力。”

近年来，在黄雪辰和孙文雁等队员的努力
下，中国花样游泳竞技水平稳步提高，从近年
来她们在世锦赛和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来看，
中国花游目前已稳居“坐二望一”的位置。

收获这枚银牌对她们二人，尤其对黄雪

辰来说，很不容易。作为一名征战奥运会的“妈妈
选手”，黄雪辰近年来经历了从生育到复出的艰苦历
程。为了重回泳池，她努力减去了60斤的体重，还
要应对伤病带来的困扰。

“花样游泳是力与美的结合，柔美相对容易，
但展现力量就需要练好肌肉。”黄雪辰说，“我们俩
今年31岁了，是花游界的高龄选手，与队里十七八
岁的选手相比，进行同样的训练，她们可能睡一觉
就恢复了，但我们至少需要两三天。”

东京是黄雪辰和孙文雁的奥运谢幕之旅，她们
俩努力为自己最后一次征战奥运留下更多美好记
忆。比赛结束后，孙文雁拉着黄雪辰在现场拍
照，比心留影。“2014年亚运会比赛结束时，我们
俩当时也比了心。”孙文雁说，“那次比心是庆祝
我们开始合作，今天比心是纪念我们奥运花游合
作的谢幕。”

在国际花游赛场上，俄罗斯运动员仍然保
持强大的领先优势。但是黄雪辰认为，从东京
奥运会赛场表现来看，中国姑娘正在努力追
赶，已经缩小了与俄罗斯运动员的差距。

“我和黄雪辰现在定位是传好‘接力棒’，
当好‘台阶’。把经验和好传统传承给年轻运
动员，助力她们迈向更高水平。”孙文雁说。

黄雪辰寄语年轻队友，希望她们掌握
科学训练方法、减少或者避免伤病，充
分发挥潜能，为中国花游项目开拓更多
可能性。

小小的个头、清爽的短发，面对十几名记者
的轮番“拷问”，14 岁的全红婵眉眼弯弯地笑着。
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全红婵说，自己比决赛的时
候还紧张。

8 月 5 日，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 10 米台决赛
中，中国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包揽了金银牌。作为中
国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全红婵在决赛的 5跳中
拿到 3个满分，这也是本届奥运会跳水比赛中首次出
现满分。看台上的谢思埸、张家齐等新晋奥运冠军，
也为她的惊艳表现欢呼雀跃。

全红婵夺金后，主管教练刘犇兴奋地将她高高举
起。谈到这一幕时，全红婵笑起来：“有点痛。”

在人才济济的中国跳水队，女子10米台向来是小
花争艳的舞台。2020年10月，首站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重启，当时年仅 13 岁的全红婵以黑马之姿战胜一众

“00 后”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她坦言：“没想过能
赢，我就把比赛当成训练，大胆去跳了。”

后浪推前浪，全红婵的迅速成长进一步推动了中
国女子跳台项目的良性竞争。3 场奥运选拔赛综合比
拼，两度夺冠的她如愿入选东京奥运会参赛阵容。
当奥运梦想提前照进现实，一个小目标在她
心底萌生：什么时候自己的照片能上
国家队的光荣榜？

站在奥运会决赛跳台，
全红婵展现出超乎年龄
的淡定，用无懈可
击的动作和入
水，迅速取
得领先

优势。第二跳，7 个裁判全部打出 10 分；第四
跳，这一幕再次上演。两个罕见的全满分令现场
气氛沸腾。最后一跳，全红婵又获得满分 （注：6
个 10 分 1 个 9.5 分，完成分 10 分），最终以领先第
二名40.8分的超高成绩将冠军收入囊中。

第一次出国参加大赛，全红婵很紧张，生怕自己
发挥得不好。为了帮助小将调整状态，中国跳水队领
队周继红给她讲了动作要领，让她“早点睡”。

“昨天晚上睡得很香。”全红婵笑着说。
获得亚军的陈芋汐比全红婵大了近 2岁，大赛经

验更丰富一些。2019年，她在光州世锦赛上获得了10
米台比赛的冠军。

“我感觉全红婵比我当年还要厉害，她的技术动作
和水花更完美、更出色。”陈芋汐说。

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时年 14岁的伏明霞惊鸿一
跳，成为中国年龄最小的奥运冠军。今天，跳水“梦
之队”的传奇正继续延续。

全红婵：
小荷尖角 豆蔻折桂

本报记者 刘 峣 郑 轶 李 硕

董
栋
：

四
战
奥
运

再
揽
一
银

本
报
记
者

季

芳

朱亚明：
跳得更远 超越自我

本报记者 刘 峣

在7月31日的男子蹦床决赛上，董栋以61.235
分为中国蹦床队摘得一枚银牌，为自己的第四次奥
运之行画上了句号。

“有些遗憾，但对自己的表现是满意的。”决赛
中第四个出场的董栋动作并无瑕疵，但在难度分上
略逊于最后上场的白俄罗斯队选手，与金牌擦肩而
过。尽管如此，4 次出战奥运会，每次都获得奖
牌，共取得1金2银1铜，董栋已经在奥运赛场书写
了自己的故事。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缪仲一夸
赞：“董栋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
中，他是这个项目年龄最大的运动员，但是他把
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体育精神，最充分地体现出
来。真的为这样的运动员感到骄傲。”

从 2002 年开始练习蹦床，今年 32 岁的董栋
坚守这一块9平方米的赛场已经19年。他自认为
是一个幸运的人，遇上了好的教练，有很多人支
持和帮助自己，没有什么重大伤病——这是他能
一直活跃在赛场的客观条件。“当然也有自己
的努力，这么多年，我从没有放松过在训练上
的要求。”

北京奥运首秀摘铜、伦敦奥运夺金、
里约奥运摘银……成果背后是多年来的坚
持和付出。“参加了 4 届奥运会，其实每
届都很难，但每届我都调整到最好状态
去拼。”董栋说，竞技场上的起起伏伏
让他不再只关注结果，“做好过程才最

重要”。
登上本届奥运赛

场前，董栋还是有些
紧张：“前一晚几乎
没有睡着，一直在想
动作要领。”直到走
进比赛现场，心里才
踏实。

预赛第二轮，董
栋成了后 5 位出场选
手 中 唯 一 没 有 失 误
的 。 面 对 现 场 “ 状
况”频出，老将说，
他的“秘诀”就是专
注做好自己，才能以
不变应万变。

董栋嘴里最多的
话是“拼了”。赛场
上没有轻而易举的成
功，有的只是迎难而上的拼搏。决赛中，他跳出了
61分以上的高分，用出色表现为自己的奥运之行
作结。

董栋的运动生涯或许将近尾声，他用“圆
满”来形容这些年的经历，不单在于成绩，更
在于这一程的成长和收获。“全力拼搏的过程
让人成长、成熟，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带给我
们的财富。”董栋说。

8月5日，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
中，中国选手朱亚明以 17米 57的个人最好成绩
收获了一枚银牌，刷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的奥运
会最好成绩。

在朱亚明之前，中国男子田赛项目在奥运会
上表现亮点不多，仅有的两枚奖牌来自朱建华和董
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获得男子跳高铜
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董斌获得男子三级跳远铜
牌。如今，朱亚明将中国男子田赛项目的奥运最佳
战绩提升至银牌。

参加东京奥运会前，朱亚明的个人最好成绩为
17米40。决赛的第二跳，他便以17米41刷新了个人
最好成绩，一度排名第2位，但很快被对手反超，下
滑至第5位。决赛第五跳，朱亚明再次突破自我，以
17米57斩获一枚银牌。

走下赛场，朱亚明很平静。他说：“今天的比赛并不
完美，但我已经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如果夺冠，会是

意外之喜。第二、第三都正常。”朱亚明第二跳和
第五跳两次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他想在第六跳
中搏得更好成绩，但是由于体能下降等原因，未
能如愿。

朱亚明出生于 1994 年，身高腿长的他在这一
项目上显示出很大优势和潜力。2017年，他在亚锦
赛上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2019年，世界田联挑战
赛上，他跳出了17米36的好成绩并获邀参加了钻石
联赛等高级别赛事。

“今天的成绩是训练成果的体现。”朱亚明说，
“通过之前的训练，我摸索到了规律，今年对训练有
了更多的认识，成绩更稳定了。”

疫情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给朱亚明备战带来了
很多挑战。“去年受伤病困扰，我的状态不好，也没有
在国际赛场上跟高手比拼，这对运动员来说是很大考
验，但我们的训练条件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朱亚明
说，训练水平提高是自己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因素。

“过去，我们跟高水平选手的差距就是在训练方
法和手段上，没有他们掌握得那么早。”朱亚明认
为，近几年中国田径逆流而上，训练水平越来越高，
成绩也会越来越好。

“我们要和高手比拼，展现中国田径
的力量。”朱亚明说，“我将努力备战

2024年巴黎奥运会，希望未来跳
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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