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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天津 9 月 7 日电(记
者刘旸、张泽伟、郑昕)第十三届
全国运动会渐入尾声，赛会改革
创新成效初显。群众项目“登堂入
室”，跨省组队打破藩篱，参赛观
赛积极踊跃，华人华侨参赛开放
包容……中国体育改革蹄疾而步
稳，勇毅而笃行，一个全民全运的
时代正在拉开大幕。

百姓舞台圆百姓梦想

本届全运会新增 19 个大项
126 个小项的群众项目，既有传
统的民族体育项目如龙舟、太极、
健身气功等，也有现代时尚、备受
年轻人喜爱的滑板、攀岩运动；既
有科技感十足的航空、航海模型
等军体类项目，也有考验智力的
棋牌项目；既有乒乓球、羽毛球等
老少咸宜的普及项目，又有适合
中老年人的广场舞、柔力球等等。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近 8000
位民间高手参加群众项目决赛阶
段的比赛。加上之前的海选、预赛
等环节，“十三运”吸引的群众选
手达数百万，覆盖到祖国各地、各
行各业，带动引领作用非凡。

作为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业
余选手，福建气排球女队员黄建
山感到非常荣幸。群众项目比赛
让她得以延续家族的“全运基因”，
圆了家庭梦想。黄建山母亲朱秀
英今年 76岁，曾经在 1959年代表
福建队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全运会的中长跑比赛。黄建山没
想到自己在 46 岁的时候还有机
会继承母亲的荣誉。她和队友们
在决赛赛场七战全胜，以不输一
局的绝对优势摘金，圆了母亲的
全运冠军梦。

第十三届全运会排球竞委会
主任助理、天津市排协秘书长李
珊认为，体育精神不只是在竞技
体育领域才有，群众选手在赛场
表现出的精神，以及体育带给他
们的能量，都非常有感染力。不一
定要站上多么高的领奖台，重要
的是他们通过努力，站上了全国
最大舞台，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常年从事群众体育事业工作
的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唐佑明认
为，增设群众项目比赛是希望百
姓参与、感知和享受全运会，也是
国家构建“大体育”格局的新尝
试，更是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落实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全运会
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可有效
增加群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带
动更多人参与全民健身，使全运会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观赛踊跃利全运惠民

落实“全运惠民”，必须坚持开门办赛。本届全运会门票价
格整体不超过上届，兼顾不同观赛人群需求，大多在 500 元
到 30 元之间，市民可以通过网上、现场和团体三种渠道购
票，票量各占三分之一，赛前 3天开始发售。

在柔道、跆拳道、田径、轮滑冰球、武术套路、拳击、男排
U21、女排 U21 等 8 个项目的 11 个场次，开设惠民专场，票
价仅为 10元。例如田径开赛当日，“水滴”体育场就设置了“惠
民专场”，1 . 32 万人持 10 元钱的超低价门票入场，目睹苏炳
添、张培萌等“飞人”登场亮相。

此外，组委会还开展了全运惠民免费观赛活动，从 33
个售票项目、300 个比赛场次中发放一定数量的惠民票。在
全市设置 20 个惠民票发放点，群众凭身份证自愿领取，通
过这种方式发放拳击、足球、网球等 10 个项目的体育惠民
票 3 万多张。

截至目前，全运会各赛场总计售出门票 32 . 5 万张，10
元惠民专场售票 2 . 3 万张，发放体育惠民票 48 万张。销售
门票数量均超过场馆座席总数的 45%，很多热门比赛也大
幅提升销售门票数量所占比例，保证市民观看。

组委会票务中心主任袁彦彤表示，很多传统热门项目一
票难求，乒乓球、羽毛球等场馆经常爆满。一些冷门项目，如手
球、摔跤、跆拳道也赢得了较高的上座率。由于市民购票量大，
票务中心工作人员经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本届全运会天津还有 13 所院校的体育场馆和海河教育
园区的场馆被列入比赛场地。组委会因地施策，组织吸引大学
生观赛。有 5个院校策划了 15场“满场计划”观赛活动，让惠民
政策覆盖各个年龄段的群体。

此外，所有群众项目比赛一律实行门票免费制度。天津市
民裘贵海是羽毛球迷，为了看群众项目比赛，早早来到比赛场
馆外排队换票。他感慨道，“直接拿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换票，全
运会真正将‘全运惠民’理念落到了实处。”

开放包容促健康中国

本届全运会的开放包容不仅体现在打通竞技和群众体
育的隔阂，吸纳业余选手参赛，设置群众项目比赛，为获奖
运动员和教练员一起颁奖，还体现在一系列的机制创新
上。

本届全运会在游泳、田径、赛艇、乒乓球等 10 个大项
49 个小项(4 人及 4 人以下项目)上实施跨单位组队参赛
政策，鼓励各地在技战术配合类项目上合作组队参赛。

“跨省组合”显示了强大实力。开幕式后诞生的首枚金
牌，就是由“多省联队”在女子轻量级四人双桨项目上夺
得；双人跳水项目的全部 4 枚金牌被“跨省组合”包揽；赛
艇比赛也频现“跨省冠军”。

本届全运会还首次接受华人、华侨运动员以个人身份
报名参赛。马术、射击、田径、游泳 4 个项目 8 名华人华侨
运动员登上决赛舞台。有曾代表美国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
美籍华人、“枪手”石晶；有上届全运会代表北京队夺冠、此
次以华侨身份参赛的美女骑手朱美美；还有想入中国籍圆
外婆奥运梦的加拿大华人妮娜。允许华人华侨参加全运会，
打破了疆界，体现了开放自信的胸襟。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此次全运会改革代表
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转型。国家体育总局由单一的抓竞技
体育转变为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协调发
展。原来由体育部门一家主导，变为多部门参与、社会力量
协同办赛，由原来单纯的竞技体育盛会变为同时兼具文化
教育功能的全民体育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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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9 月 7 日电(记者马锴、杨帆、张华迎)易逝韶
华前，没有人能全身而退；4 年时光，又会淘尽多少英雄。回望
征程，背影远去，唯有行礼以示敬意！

朱启南：“天才少年”封枪

14 年前的长沙，未满 19 岁的朱启南问鼎城运会男子
10 米气步枪，10 个月后创“雅典奇迹”，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
折桂奥运。自此，人们便以天才称少年，朱启南陡然升入云
端。

北京奥运，以金牌为唯一期待的他被执念的绳索捆住手
脚，在如有神助的对手面前败下阵来，手握银牌哭得一脸倔强。
伦敦奥运，身兼三项的他最好成绩是 50 米步枪三姿第 5 名，奥
运征途自此趟完，朱启南已非少年。

2017 年 8 月 31 日的下午，在天津全运会的射击馆内，朱
启南最后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走过长长的靶场甬道。他说，要
把枪和皮服存起来，也许每个月会拿出来擦擦。名将枪入库，
天才马归山，传奇今谢幕。

苗立杰、陈楠：“玄冥二老”卸甲

在中国女篮江湖里，苗立杰和陈楠被称为“玄冥二
老”。19 分，是“玄冥二老”在球场上挤出的最后合力，无论是今
年六月才复出的苗立杰，还是半年没打球的陈楠都将自己最后
的力量贡献了出来。

无奈拳怕少壮，在对阵广东女篮的全运会决赛，几乎领先
整场的解放军队没能顶住对手最后冲击以 6 分惜败，与 9 连冠
擦肩。

银牌领奖台上，曾无数次金牌加身的二人显得云淡风轻，
身边 90 后、95 后小将的飞速成长，无疑是戎马半生的她们卸
甲前最好的礼物。女篮江湖再无“玄冥二老”，却多了两位终能
安心顾家的妈妈。

仲满：“神奇剑客”圆梦

“9 年前的今天我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再
有 16 天我就参加人生最后一个全运会了，希望全运会也能圆
梦！加油！”出征本届全运会前，剑客仲满在微博上写下这段
话，还配着北京奥运会决赛上自己冲天一吼的视频。

2008 年仲夏的北京，习剑十年的仲满就用这一吼，吼出
奥运会男子佩剑冠军的喜悦与气魄。上届全运会率江苏队力
压东道主辽宁摘得团体金牌后，仲满选择退役，而留给自己的
仅有一枚 22 岁那年夺得佩剑个人铜牌。

执长剑、着白衫，带着标志性的微笑，34 岁的仲满在天津
重登阔别 2 年的击剑台，面对小自己近 10 岁的对手开局便以
8：1 领先，夺冠似乎早在众人意料中。没有了标志性的怒吼，

走下剑道的仲满依旧风度翩翩，全运夺金圆梦还乡。

何雯娜：“蹦床公主”谢幕

“每一届全运会都有故事，每一届全运会都是故事”，配上
一张优雅绝伦的插图，何雯娜的微博有赞美也有叹息。运动员
的生涯以大赛为记，四年又四年形成一条时间轴，串起了有关
这个福建姑娘的所有往事。

北京奥运会，长相甜美的何雯娜一战成名，为中国蹦床夺得
首枚奥运金牌。青涩终究换回成长，也有避不开的伤病，随后的
伦敦奥运会何雯娜再获铜牌，里约奥运会排名第四、无缘奖牌。

里约归来后何雯娜陷入了受伤、恢复、再受伤的怪圈，直
到本届全运会决赛前，她确定自己不会出战，还递交了退役报
告。尽管最终没能站上蹦床，但何雯娜还是现身赛场为队友加
油鼓劲。19 年蹦床生涯，天津完美落地。

张培萌：“追风少年”止步

第十三届全运会百米飞人大战对于张培萌来说不够完
美，“水滴”体育场的湛蓝色跑道上，中国飞人以 10 秒 34 的成
绩排名第 6，或许这对已而立之年的他来说已经足够。

追风的少年在 16 岁开启职业生涯，20 岁收获首个全国
锦标赛百米冠军，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国内罕有对手。莫
斯科世锦赛男子百米半决赛中 10 秒整的成绩，让沉寂的男子
短跑项目重回国人视野。

沈阳全运百米上夺冠，天津全运百米后退役。百米飞人大
战赛场上可能不会再有张培萌，但中国人努力了半个世纪的
10 秒大关变成了现实将会被铭记。“全运会后退役的决定已经
做出，这也是我的最后一战。”张培萌说。“追风少年”就此止步。

全运会上逐渐远去的，还有很多。他们留下的，是人类永不磨
灭的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

(参与记者沈楠、刘金辉、王浩宇、卢羡婷)

行礼致敬！那些远去的背影

津门绽放！那些闪亮的群星
新华社天津 9 月 7 日电(记者朱翃、付光宇、马锴、杨帆)

如果说全运会是那多彩灿烂的夜空，那运动健儿们就是一颗
颗闪亮的星，他们或光芒璀璨，或划过天际，在这四年一度的
中国体育盛会中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雪域骏马”的首金

奔跑、奔跑、不知疲倦地奔跑……在以 28 分 26 秒 86 冲过
终点线后，西藏小伙多布杰露出了自信的微笑。伴随着现场观
众的尖叫与欢呼，多布杰夺得了天津全运会男子一万米的冠
军，这是西藏代表团本届全运会的首金，也是他们全运会历史
上的首枚田径金牌。

“我真的非常高兴，比赛之前我没和家人说，想比赛结束
了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接下来，教练与我会携手继续努
力，争取获得好成绩！”多布杰的只言片语，道出了一个羞涩小
伙最质朴而真切的心声。

“月亮女神”的谢幕

“对阵北京这场比赛打完，我的心情比腿伤更难以平复。
因为我知道无论输赢这都将是我的最后谢幕战。”天津女排队
长魏秋月在自己的微博上如是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的 1/4 决赛，主
场作战的全运会“三连冠”天津女排以 1：3 负于北京队，止步
八强。作为天津队中的灵魂人物，有伤在身的魏秋月坚持打完
了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两天后天津女排获得全运会
第六名，魏秋月正式宣布退役。

作为站上里约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女排国手，魏秋月一
直是天津人民的骄傲，也承载着一代球迷们的记忆。本届全运
会，她不仅是形象大使，也是第一棒火炬手。这一晚，“月亮女
神”谢幕后难掩泪水，无数家乡人湿润了眼眶。

“王者荣耀”的百金

孙杨，不仅是全运会浙江代表团的旗手，更是中国男子泳
坛的“旗舰”。3 分 41 秒 94，孙杨在全运会 400 米自由泳的决
赛中旗开得胜，这也是他个人运动生涯收获的第 100 块金牌。
此后他又砍瓜切菜般拿下五枚金牌，个人项目上更是囊括了
从 200、400、800 到 1500 米自由泳的金牌。

2002 年，孙杨在浙江千岛湖举行的 10公里马拉松游泳
比赛中获得第一块金牌。从初涉泳坛到独霸泳坛，从伦敦到里
约，再到如今，“大白杨”在逐浪人生的 15 年中逐渐成熟。东京
奥运会上他将被寄予更大期望。

泳池小花的绽放

15 岁的年纪便在本届全运会上获得四枚金牌，河北泳池
小花李冰洁灿烂绽放。虽然已被视为中国女子游泳的未来，但
每每在赛后采访中，李冰洁总是露出羞涩的微笑。

虽然年少成名，但是李冰洁的成长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去年里约奥运会的选拔中，她折戟沉沙。“非常感谢里约奥
运会选拔的挫折，它让我学会了如何从容面对挑战。”

“与自己比赛，超越更多纪录”，这是李冰洁 2016 年给自
己制定的目标。现在，她已经集女子 400 米、800 米、1500 米
自由泳三项亚洲纪录于一身，有理由相信，未来她或有机会冲
击美国名将莱德茨基的霸主地位。

“追风少年”的双冠

在全运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中，24 岁的浙江小伙谢震
业以 10 秒 04 的个人最好成绩击败自己的老大哥苏炳添和张
培萌，加冕“中国飞人”的同时也打破了全运会纪录。这是他个
人首枚全运金牌。200 米比赛中，谢震业以 20 秒 20 再度强势
夺冠，并刷新了他保持的全国纪录。

江山代有人才出，上届全运会男子 100 米和 200 米的“双
冠王”是张培萌；时过境迁，小将谢震业以破纪录的表现成功
从老大哥手里接过了旗帜。

中国田径在过去几年人才辈出，无论是苏炳添还是世锦
赛夺金的巩立姣，都见证了中国田径的不断发展。而谢震业无
疑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海足球的“旋风”

本届全运会的足球项目刮起了一阵上海旋风。上海代表
团不仅夺得了女足 U18、女足成年组和男足 U18 三个组别的
冠军，男足 U20 也闯入了决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成耀东率
领的上海 U20 男足如果能战胜浙江夺冠的话，上海代表团将
实现对传统全运会足球男女项目的“大满贯”。

全运会的足球舞台，更多是检验各地足球青训工作的一
块试金石，除了女足成年组，其他三个组别都是青年组。

天津全运会上，还有很多很多闪亮的星，比如经历了“魔
鬼赛程”的羽毛球老将林丹；在“地表最强之战”的全运会乒乓
球赛场，继在世锦赛决赛战胜樊振东夺冠后，马龙在男单决赛
中再克未来“一哥”，成功卫冕；女单决赛丁宁六局击败刘诗
雯，补齐了这个她期盼已久的冠军。

再比如那些与运动员一起登上领奖台的幕后英雄——— 教
练们，每天在赛场忙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届全运会就
是一次群星闪耀，点点星光缀起灿烂夺目，也支撑起中国四年
一度的体育盛事。

26 岁的王宇在天津卫冕了全运会男子跳高冠军，但他还
有一个身份更令人关注：清华大学学生。在本届全运会的田径
赛场上，“大学生选手”可不止王宇一个，北京大学学生郭钟泽
打破尘封 16 年的男子 400 米全国纪录夺冠，王宇的小师弟李
志鹏在男子跑跳二项全能摘金，由清华学子组成的男子 4×
100 米接力队在预赛跑出了第二名的成绩……“学生兵”正在
全运会赛场上形成一股力量。

在田径赛场上，来自清华大学的选手就有 23 人，其中包
括两名新生。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杜超说：“成绩还可以吧，
除了两块金牌还拿了一些不错的名次。”自从 2001 年清华学
子首次参加全运会以来，此前四届全运会他们在田径项目拿
到了 5 枚金牌。

长期以来，做运动员和进大学读书似乎是“鱼和熊掌”的
命题，在不少人眼中，运动员一般要到功成名就了才会去大学
“镀金”，成为所谓的“运动员学生”。但王宇们却不一样，他们
一样要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一样要在大学读书、住校，是真正
的“学生运动员”。

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从 1996 年起开始由“运动员学生”
向“学生运动员”的过渡，立足自己培养。田径、射击、篮球等 A
类项目体育特长生按照国家高水平运动员特招标准降分录
取，并全部就读于经济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专业，四年学制按
五年培养。游泳、排球、健美操、足球、击剑等 B 类项目则要求
学生达到所在地区的一本线录取，入校后可自主选择院系，其
他 C 类项目则完全是从普通入校学生中选拔。

在清华，“学生运动员”们上午和晚上都要上课，只有下午 3

点-6 点半这段用来训练。4×100 米接力队队员马靖惟告诉记
者，训练之余就和正常学生一样，上课、做作业、考试，有时比赛
多会耽误一点课，还要自学、补课。

戴着眼镜夺得男子 400 米和男子 4×400 米两项冠军的
北大大四学生郭钟泽也说：“我觉得学生运动员比较有优势，
在训练同时能得到学习的快乐，只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
不会有冲突的。”将要读研究生的他期待着让中国男子 400 米

走出亚洲，参加奥运会。
本届全运会女子 1500 米冠军、800 米亚军赵婧也曾经是

一位“学生运动员”，上届全运会还是复旦大学学生的她夺得这
两个项目的冠军。她的丈夫兼教练石鹏说：“要达到高水平，必
须要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在赛场上，战术调整和临场发挥都需
要很高的个人涵养，这就需要文化水平做支撑。所以赵婧在复
旦大学的学习，对她的运动成绩同样有帮助。”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对体育人才的培养已成为我国
现有竞技体育体制和运动员培养模式的有益补充，也涌现了
“眼镜飞人”胡凯、王宇等一批优秀运动员，随着国家对体育教
育不断重视，中小学体育开展得更加普遍深入，未来预计会有
更多的高水平选手从大学输送。

当然，从目前看，学校培养和专业队仍有距离，王宇就坦言
学生运动员取得好成绩非常不容易，“学生运动员不像专业运
动员有那么好的保障，伙食生活都不如国家队，但学生运动员
还是有优势，在未来的道路选择上更多样”。

在杜超看来，王宇他们给清华学子带来的榜样作用是更
为重要的，目前清华有每年一届历时 8 个月的“马约翰杯”，有
校内马拉松赛。她说：“清华大学一直以来都有体育传统和积
淀，我们有句话叫‘体魄人格并重培养’，学校对体育育人看得
更重要一些。他们作为领头羊对学生体育锻炼的影响也很大，
目前清华体育代表队有 42支队伍，1400 多人，其中 A、B 两
类有 200 多人，算下来平均每 10 个学生中就有一名代表队队
员。” (执笔记者王恒志，参与记者沈楠、汪涌、朱翃、吴书
光、孙琪、钱泳文) 新华社天津 9 月 7 日电

新力量！赛场上的“学生兵”

▲ 9 月 5 日,河北队选手李冰洁在比赛后离场。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 8 月 30 日，浙江队选手朱启南在资格赛中。

新华社记者王丽莉摄

▲ 9 月 4 日，北京队选手王宇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王丽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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