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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健兒渡維港 復常路邁大步
香港防疫鬆綁 盛事續來 泳總有信心明年爭更多名額

隨着香港的新冠疫情趨於穩定，防疫政策逐步鬆綁，「新世界維港泳」亦於23日早上順利舉行，逾千人

參與，為香港復常之路踏出一大步。有參與了10次「維港泳」的最年長參賽者表示，十分享受賽事過程，

呼籲會游泳的市民嘗試游海，多點參加同類大型活動。香港體育專員楊德強表示，隨着香港放寬入境措

施，近日疫情漸趨穩定，加上具條件及辦賽經驗，不同主辦單位及體育總會

均考慮將賽事重新安排在港進行，有信心賽事會陸續回流（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郭正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一度因熱帶低氣壓而險些取
消的「維港渡海泳」最終順利舉
行，兩名港隊泳手郭俊希及黃靖
琳分別奪得男女子公開組冠軍，
他們均指維港水質比去年大有改
善，加上水面風平浪靜有助發揮，
希望接連舉辦的大型體育比賽有助
提升香港運動氣氛，鼓勵更多市
民重拾運動習慣。
今屆出戰公開賽組別的泳手有

100人，主項為1,500米的港隊
泳手郭俊希於比賽中段成功取得
領先優勢，縱使終點前一度偏離
賽道，但仍成功以14分25秒6
奪得男子公開組冠軍。第三度參
賽的他於賽後表示，為今屆賽事
作了不少準備，賽前更特意到灣
仔及尖沙咀視察賽道，「去年因
為偏離賽道只得第三，今年特地
在賽前視察比賽路線，無論水質
和天氣均比上年理想，能夠得到
冠軍十分開心。」
香港近期接連復辦大型體育比

賽，郭俊希十分感激各界的支
持，讓「維港泳」得以順利舉
行，「在疫情之下能舉辦大型賽

事並不容易，看到有觀眾為我們
加油打氣，家人亦能來支持我，
特別興奮，比賽當日正好是爺爺
的生日，希望將冠軍送給他作為
生日禮物。」
女子公開組則由黃靖琳以15分
11秒4成為冠軍。同樣作為港隊
代表的她，2017年已曾奪得國際
組冠軍，自言沒怎麼準備的她坦
言奪冠是意外驚喜：「由於今年
男女子一起出發，人比較多，所
以在起點的競爭頗為激烈，我到
最終三四百米時開始發力衝刺，
能夠奪冠是有點意外。」
黃靖琳表示，比起奪冠更開心

的是與一班同道中人一起參與，
認為「維港泳」有着與別不同的
意義，「和這麼多人一起參加大
型比賽是一件很開心、好玩和熱
血的事，和平時在泳池練水是完
全不同的感覺，明年絕對會繼續
參加，希望疫情進一步平復，下
屆會有更多人參賽。」

冀港人重拾運動習慣
前港隊代表劉彥恩和楊珍美亦
有參加公開組賽事，她們最希望
的是隨着大型運動賽事接連復
辦，能鼓勵更多香港人重拾運動
習慣，「『維港泳』經過延期又
差點因打風取消，更感受到要舉
辦一次賽事有多困難，因為疫情
影響，很多人都荒廢了運動，希
望大型賽事能接連舉辦，提升香
港的運動氣氛，讓更多人重拾運
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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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渡海泳」在第五波疫情影響
下終可復辦。雖然香港天文台

早前指，熱帶低氣壓將會增強為熱帶風
暴，但亦無阻健兒們參賽的熱情，幸好
天公作美，最終賽事得以在風平浪靜的
情況下順利舉行。23日早上7時前，參
賽泳手已經在起點灣仔金紫荊廣場公眾
碼頭開始熱身，所有參賽者需要在開
賽前48小時內接受核酸檢測並獲得
陰性結果，比賽當日亦要出示呈陰
性結果的快速抗原測試方可進入
賽區。
賽事於早上7時05分正式開
始，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
長楊潤雄，立法會議員霍啟
剛，新世界執行董事馬紹
祥、薛南海及趙慧嫻，聯同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會長王敏
超主持鳴槍儀式，為競賽組
賽事揭開序幕。賽事開始
後，有不少在海旁圍觀的
市民，為泳手歡呼打氣，
現場氣氛熱烈。

最年長泳手籲市民試游海
今屆最年長參賽者為現年

63歲的胡先生，他指已參加
10次之多，每次都好享受游
海過程，並指主辦單位安排愈
來愈暢順。被問到比賽名額限
定1,500名，胡先生認為主辦單
位和政府要考慮疫情和平衡各方
面需要，市民亦要體諒主辦方的難
處，例如有熱帶低氣壓接近香港，相
信大會也很擔心，所幸天公作美。

他表示，天有不測風雲，最重要是提
前做好準備，自己是退休人士，每星期
會到泳池游泳一兩次，23日的水溫舒
適，相信有簡單鍛煉者都能順利完成比
賽，呼籲懂得游泳的市民嘗試游海，希
望多點市民參加同類大型活動。
尚有數天便年滿12歲的泳手陳同學，

是全場年紀最小的泳手，他參加「優悠
組」的比賽。首次參賽的他毫不怯場，對
於可以順利完賽感到高興，更指氣氛熱烈
及水溫舒適，但他建議主辦方可擴闊起步
點，因為在賽事開始時，陳同學或因體形
較輕，出發時被其他選手「拉拉扯扯」，
多名參賽者為爭奪頭位，比賽期間拉動浮
波及「打手」，他慶幸自己沒有受傷並成
功衝過終點。

逾3400人報名 須經水試爭名額
王敏超表示，因熱帶低氣壓位於南海一

帶，早前曾擔心天氣突變有礙比賽舉行，
幸好天公作美，最終成功舉行。他指今次
有3,448人報名，比1,500人限額多出近
2,000人，須經水試競逐名額，最終23日
共有1,203人參與比賽。王敏超表示，有
信心明年可以爭取更多參賽名額，恢復過
去最高的4,000個，甚至五六千個，「根
據過往經驗，報名人數必定超出名額，因
此有信心未來可舉辦更大型的賽事，長遠
則吸引更多外地選手參與，推動香港游
泳運動文化。」
薛南海表示，今次已是疫情下第二次

成功舉辦「渡海泳」，喜見參賽者及市
民樂在其中，體現今屆賽事「全城游出
快樂力量」的口號，期望帶動社會正能
量，積極鼓勵市民投入健康生活模式。

體育專員料賽事漸回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維港
渡海泳」吸引1,500名游泳健兒參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新民黨立法
會議員容海恩、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

良23日也參加了比賽，三人均表示享受
這次比賽過程，希望這次運動能為大家
傳遞正能量。賽事開始前，自由黨李鎮
強、無黨派的陳凱欣特別到場為他們打
氣。
為了參與這次游泳賽事，容海恩前幾天
還與姚柏良、鄭泳舜一同到海邊練水。23
日凌晨，她在社交媒體上指自己心情緊
張，「半夜再細讀維港泳比賽路線圖及比
賽須知。」
在完成「人生第一次維港泳」後，容海
恩透露，游泳過程中雙腿一度抽筋，但總
算完成賽事。她又大讚維港水質好，直言

十分享受比賽過程，認為能在維港暢泳真
是個很新鮮的體驗。
姚柏良也是首次參與維港泳，他表示在
順利完賽的同時，也能從另一角度體驗維
港美景。來自旅遊界的他不忘為香港旅遊
業「賣廣告」：「希望透過『維港泳』向
外宣傳香港舉辦體育盛事的優勢，讓香港
繼續發揮亞洲盛事之都角色，更能推動香
港旅遊業的復甦。」
本身是三項鐵人運動好手的鄭泳舜說，
這次是邊游泳邊欣賞美麗的維港景致，他
希望能讓這種快樂運動的精神和無懼挑戰
的正能量，傳播到更多朋友身邊。

3議員「下海」盼傳遞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體育專
員楊德強23日表示，香港已恢復舉辦不同

賽事，包括上月國際足球友誼賽香港隊對緬甸
的比賽、香港桌球大師賽，以及即將舉辦的七
人欖球賽及壁球賽。基於最近舉辦的賽事順
利舉行，相信若確診數字平穩甚至下降，可
考慮放寬參賽者及觀眾人數。
楊德強表示，過去確實有數個賽事搬到其

他地區舉行，但隨着香港放寬入境措施、近
日疫情漸趨穩定，加上具有條件及辦賽經驗，
不同主辦單位及體育總會均考慮將賽事重新安排

在港進行，有信心賽事會陸續回流。他引述體育總
會指，不少賽事將於明年中復辦，相信更多賽事會
陸續舉行。
被問到疫情受控，會否再放寬賽事安排時，楊德

強表示，入境政策要視乎疫情變化，但「0+3」措施
對外國選手訪港的影響不大，例如剛剛完結的香港
桌球大師賽。至於下月舉行的國際七人欖球賽，他
指在經過與賽會及球隊商討後，認為閉環式管理是
最合適的安排，能保障球員安全及健康，現時已售
出逾兩萬張門票。而明年初舉辦的香港馬拉松，他
透露香港田總已邀請外地運動員參賽。

◆◆「「新世界維港新世界維港
泳泳」」2323日舉行日舉行，，共共
有有11,,203203人參賽人參賽。。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記者郭木又 攝攝

◆黃靖琳（左）及郭俊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 容海恩、鄭泳舜、姚柏良參與「維港
泳」並完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 賽事吸引不少市民在場邊為泳
手們打氣，場面氣氛熱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 參賽泳手在場邊熱身、聊
天，樂在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觀眾為完賽泳手跳舞慶祝。 中新社

◆◆ 2323日早上日早上77時時
許許，，參與參與「「維港泳維港泳」」
的健兒們整裝待發的健兒們整裝待發。。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記者郭木又 攝攝

◆◆ 泳手入水一刻泳手入水一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 泳手全力以赴泳手全力以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