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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盛会 传递和平团结包容

天府之都，“太阳神鸟”金芒闪耀，拉开大
运会帷幕；钱塘湖畔，“数字火炬人”踏浪而
来，一同点燃亚运会主火炬塔……2023年，两
项国际性综合体育赛事——成都大运会和杭
州亚运会，在中国相继举行。从盛夏到金秋的
体坛盛会，不仅留下了各国各地区运动员砥
砺超越、友好交流的动人图景，更传递着以体
育促和平、促团结、促包容的中国主张，奏响
了“心心相融，爱达未来”的时代乐章。

杭州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201枚金
牌、111枚银牌和71枚铜牌，创下金牌历史新
高，继续领跑亚洲。竞技成绩独领风骚的同
时，中国运动员在主场展现热情与风度。张雨
霏与战胜病魔的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共赴亚
运之约，英雄惜英雄的相拥而泣令人动容。大
运会羽毛球比赛中，看到乌干达选手没有可
替换的球拍，中国小将王正行把自己的球拍
送给对方，暖心一幕在赛场上定格。

透过亚运会和大运会的独特窗口，人们
看到了体育与文化的交融，领略着新时代中
国的可信、可爱、可敬。杭州亚运会满城桂
花飘香，赛场内外，“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江南
情致有了现代化的呈现；成都的美景、美食令
各国年轻人流连忘返，国宝大熊猫更是成为
运动员竞相打卡的“顶流”，千年锦官城绽放
时代芳华。绿色、科技元素满满的竞赛场馆，
自信热情的志愿者“小青椒”“小青荷”……中
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跃然于从赛场到城
市的每个角落。

除了综合性运动会，一系列国际赛事的
扎堆和回归，展现出中国体育赛事市场的成
熟和潜力。今年秋季，中国网球公开赛、ATP
上海大师赛等 10 多场重量级网球赛事在北
京、上海、珠海等城市打响，享有盛名的网球

“中国赛季”重燃战火，不少网坛超新星首次
来到中国，在这里留下职业生涯的难忘记忆。

冰雪赛季开启后，速度滑冰、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雪车等一
系列顶级冰雪赛事再临北京冬奥会场馆。苏
翊鸣、谷爱凌、高亭宇、任子威等冬奥会奖牌
获得者重回“冰丝带”“雪游龙”“雪飞天”等

“福地”，为中国观众奉献精彩的冰雪盛宴，续
写着“后冬奥时代”的冰雪传奇。

苏迪曼杯激战苏州，中国羽毛球队实现
三连冠；乒乓球混合团体世界杯落户成都，为
乒乓球运动发展开辟新天地；女排世俱杯在
杭州打响……今年，诸多体育单项国际级赛
事在中国举行。正如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小萨
马兰奇所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办
赛力量”。

体育健儿 书写拼搏奋斗篇章

杭州亚运会女篮决赛战至最后 13秒，中
国女篮同日本队比分紧咬。最后一攻，中国队

利用一次精妙配合和关键防守，惊险赢下比
赛，“中国女篮，无畏金兰”的呐喊响彻全场。

从1年前夺得世界杯亚军，到今年连续两
次击败老对手拿到亚洲杯和亚运会冠军，人
们说：“关键时刻，中国女篮不掉链子。”

“不掉链子”的王者之气绝非出自天生，
而是源自长期的艰苦训练。中国女篮队员黄
思静说，场上的一点一滴，都是无数训练换
来的肌肉记忆。

2023 年，我们一次次在中国体育健儿身
上看到了坚持的力量，读懂了拼搏的意义。亚
运会首金获得者、中国赛艇选手邹佳琪和邱
秀萍，一双遍布伤疤、老茧厚厚的双手令无数
人动容；卫冕 UFC女子草量级金腰带的张伟
丽，始终把自己作为挑战者刻苦训练，让全世
界认识到中国女性勇敢、坚韧的一面。

在 WTA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近日公
布的2023年度奖项评选中，中国网球“金花”
郑钦文当选年度最快进步球员奖。从WTA首
冠到美网八强，再到亚运会金牌，被球迷称
为“QUEEN WEN”的她，世界排名已来到第
15位。

从郑钦文、朱琳、王欣瑜、王曦雨等女网
“金花”集体绽放，再到张之臻、吴易昺等
男网选手在世界网坛不断向上突破，充满
惊喜的中国网球成为 2023 年中国体育的一
抹亮色。

超越与突破是竞技体育永恒的命题。国
际象棋世界冠军赛上，中国棋手丁立人以一
步“不朽”的走棋击败俄罗斯棋手涅波姆尼
亚奇，加冕国际象棋第 17 位“棋王”，创造了
中国国际象棋的历史；新科“蛙王”覃海洋在
游泳世锦赛上独揽 4金，成为首位包揽男子
50 米、100 米和 200 米蛙泳全部金牌的选
手；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上，中国艺术体操
队获得 5圈单项金牌，实现了世锦赛金牌零
的突破……

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征
程中，中国体育健儿的个性与风采愈发彰显。

有的矢志坚守、依然“在场”。马龙上演亚
运“绝唱”，自言“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巩立姣
在“大满贯”之后，仍执着冲击21米的目标；范
可新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再次站上首都体育
馆，重现亲吻冰面的一幕深情动人……

有的守得云开、终见硕果。杭州亚运会
上，切阳什姐收获了“迟到”11年的奥运会金
牌，站上最高领奖台时已是泪流满面；汪顺经
历了东京奥运会之后的失利和低谷，在亚运
会游泳赛场上演“王者归来”……

有的初生牛犊、毫不畏缩。00后李诗沣
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决赛中临危受命，用一
场胜利为国羽的大逆转吹响号角；18岁的霹
雳舞少女刘清漪亚运摘金，凭借酷飒舞姿直
通巴黎奥运；13岁的崔宸曦是杭州亚运会中
国队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初次登场便一举
拿下滑板金牌……

有的“人小鬼大”、自信“出圈”。跳水双姝
全红婵与陈芋汐携手比拼“水花消失术”，场上

场下都有无数话题；18岁的余依婷在蝶泳项目
上展露潜力，实力与颜值兼具，迅速圈粉……

体育产业 赋能人民健康生活

各行各业的草根球员、全国各地的热情
球迷、线下线上的爆款话题……2023年夏天，
以“村超”“村BA”为代表的“村赛”，感染和感
动着更多中国人。作为现象级的群众赛事和
社会话题，“村赛”也走出国门，吸引海外舆论
的关注。

“村赛”是中国人蓬勃运动热情的缩影，
也是中国发展全民健身、扩大体育消费的成
果。“村超”所在的贵州榕江，人口不足 40
万，却有 14 个标准足球场和 40 支群众性足
球队。“草根”的参赛者、蜂拥而至的各地球
迷、频频抢镜的文艺表演和垂涎美食……透
过“村赛”，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激情与农村的
风景风情融合得恰到好处，成为观察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扇窗口。

体育打头、文化助阵的和美景象，描绘了
体育强国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如今，越来越
多的中国城市、村镇通过举办足球、篮球、马
拉松等群众性体育赛事，激发大众参与体育
的热情，进一步促进相关业态消费，体育为城
市发展和乡村振兴强势赋能。

2023年，中国国内马拉松赛事的数量呈
现井喷之势，地方积极办赛，跑友热情参
赛，路跑产业正加快复苏，赛事数量、参赛
规模、办赛能力和竞技水平上都取得了长足
进步。与此同时，以冰雪、路跑、骑行、越
野、露营为代表的户外运动呈现爆发式增
长。数据显示，仅2023年上半年，与户外运
动相关的订单量较2022年同期增长79%，户
外运动成为全民健身的热门产业之一。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
印发 《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务提升
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推动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达到 3万亿元的
目标。

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体育与科技的融合
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体育在推动
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一方面，众多中国体育品牌在科技创新的
驱动下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新产品、新
业态、新模式，助力全民健身；另一方面，“黑
科技”成果在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成都大
运会等赛事中广泛应用，让竞技比赛和城市
发展呈现更多精彩。

2023年，中国首届学生 （青年） 运动会
在广西举行。这场属于青年人的体育盛会，
展示了体教融合和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成
就。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青少年参与体育
运动的重要性，鼓励孩子在学校、培训机
构、社会俱乐部学习体育技能，参与健身锻
炼。体教融合让体育成为更多中国青少年的
爱好和技能，也为更多有体育梦想的孩子铺
平成才之路。

2023年，中国体育的面貌愈发多彩。
从成都大运会到杭州亚运会，体育盛会接踵而至。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

赛场上奋斗拼搏，展现中华体育精神。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全面发展、亮点
频出……体育强国建设蹄疾步稳，留下一幕幕精彩难忘的画面。

体体育强国新气象育强国新气象
本报记者 刘 峣

郑钦文郑钦文 丁立人丁立人

参赛球队在“村BA”颁奖仪式上领取奖品养殖鲟鱼。 本文配图均由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入场。。

近日，浙江省海盐县百步镇举行第四届时尚文化节开幕式暨儿童多巴胺
运动会，亲子家庭在体育项目挑战赛中挥洒汗水，在运动中享受快乐。据了
解，百步镇已连续多年举办时尚文化节，以时尚文化和体育运动的结合为主
线，充分展现时尚智造、努力拼搏的精神。

图为小朋友在拔河比赛中。 李宁宁摄（人民视觉）

近日，2023—2024 赛季国际滑
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比赛在首都
体育馆落下帷幕，中国队共获得1金
4 银 5 铜。刘少昂以 1 分 23 秒 696 的
成绩夺得男子 1000 米金牌，这也是
他本赛季获得的第二枚世界杯比赛个
人项目金牌。女队在500米、1000米
和 1500 米项目上均有奖牌入账，进
步明显。

本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共有 6
站分站赛，北京站为第三站，有来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约 150 名运动
员参赛。男子 1000 米项目竞争十分
激烈，中国队选手刘少昂和李文龙
一路闯关，晋级到决赛。前半程，
刘少昂采用跟滑战术，后程开始发
力，并反超至第二位，最终以 1 分
23 秒 696 的成绩第二个滑过终点。
率先完赛的加拿大队选手丹吉努因

犯规被取消了成绩，刘少昂获得金
牌，李文龙位列第四。

刘少昂在赛后表示：“如果强势
超越可能会有碰撞摩擦，所以我选择
控制好速度，跟在领先选手后面。”
本赛季世界杯首站，刘少昂夺得男子
500米金牌。本站赛事，他又在1000
米项目上展示出较强的实力和比赛解
读能力。

本赛季，中国队在接力项目上展
现了较强实力。世界杯前两站，中国
队共收获 4枚金牌，其中有 3枚来自
接力项目。本站比赛，中国队在接力
项目上也有奖牌入账。在混合团体
2000 米接力决赛中，由公俐、范可
新、林孝埈、孙龙组成的中国队获得
银牌。在男子 5000 米接力决赛中，
由刘少昂、刘少林、任子威、孙龙组
成的中国队获得铜牌。

“很多队员从今年才开始配合接
力项目，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磨合，比
如运动员的风格差异、交接推人的力
量等。通过和韩国队、加拿大队等强队
同场竞技，我们看到了进步，也找到了
差距和不足，达到了锻炼队伍、磨合阵
容的目的。”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张
晶表示。

世界杯前两站表现欠佳的中国女
队在本站比赛中发挥出色，范可新、
王晔、公俐都有单项奖牌入账，状态
和信心不断提升。在女子 1500 米决
赛中，公俐以2分26秒142摘银，收
获首枚世界杯个人项目奖牌。随后，
她又在女子1000米项目上获得铜牌。

“我的目标是先晋级决赛，再跟更多高
手竞争。”激动之余，公俐坦言，自己和
高水平选手之间还有一定差距，接下
来会继续刻苦训练，力争一次比一次

滑得好。
范可新 16 岁入选国家队，共获

得过100多枚奖牌。本站赛事是范可
新自北京冬奥会后首次重返国际赛
场。本站世界杯，她收获了 2 银 1
铜。在女子500米第一次决赛中，18
岁的王晔和范可新同场竞技，并收获
了铜牌。

北京冬奥会后，任子威经历了较
长的休整期。本站赛事，是他新赛季复
出后的首次国际比赛。除男子接力项
目外，他还参加了男子 500 米和 1500
米的比赛，但都未能晋级决赛。任子威
坦言，重新站上赛场，让他找回了大赛
感觉，但自己目前的竞技状态还不理
想，“通过比赛，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才
能更好地弥补差距。今后每一天都要
全力以赴，尽快恢复。”

目前，短道速滑项目发展很快，
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队伍水平提
升，赛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从本站
世界杯来看，中国队、韩国队和加拿
大队都具备争金夺银的实力，美国
队、荷兰队等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
者。“这就要求队员们在训练和比赛中
注重细节，尽可能做到最好。”张晶说。

接下来，中国短道速滑队将前往
韩国首尔，参加本赛季世界杯第四站
比赛。

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落幕，中国队收获1金4银5铜

锻炼队伍 磨合阵容
本报记者 李 洋 季 芳 陶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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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时尚”释放运动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