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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2024 赛季世界羽联世界

巡回赛首站赛事——马来西亚羽毛球公

开赛在吉隆坡落下帷幕。中国羽毛球队

在本站比赛中跻身 3 项决赛，最终获得

两个冠军和两个亚军。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是世界羽联

超级 1000 赛事，也是今年奥运积分赛中

积分最高的赛事之一。国羽派出了所有

的主力选手参赛，争取拿到更多的奥运

积分。

本站比赛，国羽在女双项目的表现

最为抢眼。半决赛中，5 号种子张殊贤/

郑雨以 2 比 0 击败韩国组合、2 号种子白

荷娜/李绍希；另一对国羽组合刘圣书/

谭宁的对手是去年曾在丹麦公开赛上战

胜过她们的日本组合岩永玲/中西贵映，

这一次，刘圣书/谭宁以 2 比 0 获胜。两

对组合会师决赛，提前为国羽锁定冠亚

军。决赛中，刘圣书/谭宁的冲击力更

强，以两个 21 比 18 击败队友，收获自搭

档以来的首个超级 1000 赛事冠军。

在 2023年世界羽联年度最佳奖项评

选中，19 岁的刘圣书和 20 岁的谭宁获得

最具潜力球员称号。新赛季伊始，这对年

轻的女双组合也给国羽带来了惊喜。赛

后，谭宁表示，这个冠军也是对她们冬训

成果的极大肯定，“金牌不仅带来了更多

积分，也带来了更多信心”。值得一提的

是，刘圣书/谭宁在 1/4 决赛中战胜了世

界排名第一的队友陈清晨/贾一凡，年轻

选手的快速成长和进步，使国羽在女双

项目中的优势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男双决赛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国羽组

合梁伟铿/王昶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

组合兰基雷迪/谢提之间展开。首局，梁

伟铿/王昶进入状态较慢，在移动速度上

略居下风，以 9 比 21 告负。但从第二局

开始，梁伟铿/王昶逐渐找回状态，利用

积极的跑动调动对手，并在关键分的把

握上更胜一筹，以 21 比 18、21 比 17 连扳

两局，以大比分 2 比 1 战胜对手，赢得冠

军。国羽时隔 5 年再夺马来西亚羽毛球

公开赛的男双金牌。

男单方面，石宇奇在半决赛发挥出

色，以 2 比 1 力克世界排名第一的丹麦选

手安赛龙。决赛中，他迎来了另外一位

丹麦选手安东森的挑战。比赛中，石宇

奇始终没有找到克制对手的方法，以 0

比 2 告负，获得亚军。“决赛做得不是很

好，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前面 4 场球可圈

可点的表现。”石宇奇总结新赛季第一站

自己的表现时说，“自己的心态慢慢朝好

的方向发展，希望这种状态和心态能一

直保持下去。”

在女单和混双项目上，国羽在本次

赛事中的表现虽不尽如人意，但也有亮

点。陈雨菲在半决赛中输给了中国台北

选手戴资颖，未能晋级决赛。另一位女

单小将张艺曼的发挥不错，击败了日本

名将山口茜闯入 4 强，可以说是一个不

小的突破。

以往国羽最值得信赖的混双项目，

这次倒有些拖后腿。冯彦哲/黄东萍在

首轮就意外出局，世界排名第一的郑思

维/黄雅琼被韩国组合金元昊/郑娜恩淘

汰，止步 8 强。走得最远的年轻组合蒋

振邦/魏雅欣也没能闯进决赛。新赛季

的第一站比赛，给国羽混双组的队员敲

响了警钟，来不得丝毫大意。

经历了东京奥运会后的低谷，中国

羽毛球队在 2023 年逐步复苏，正一步步

在世界羽坛“收复失地”。无论是力压诸

强卫冕苏杯、全年收获 51 金一枝独秀，

还是在巡回赛总决赛中收获 2 金 3 银，国

羽都展现出强大的整体实力。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国羽把每

一站比赛都视为难得的练兵机会，不仅

要巩固强项、强化优势，更要让经历阵痛

后的“弱项”更具竞争力。眺望巴黎，中

国羽毛球队正在压力中不断前行。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收获 2 金 2 银——

眺望巴黎，国羽在压力中前行
■本报记者 马 晶 通讯员 秋 锦

古时候，人们在辛劳的狩猎、耕

耘和采集时，每每收获较丰，就用刀

斧在石壁或竹木上刻削下某种印记，

记录下这一惊喜。所以，最早的录字

是带金字旁的。

今天，纪录依然是收获与成果的

标志，刀斧虽然用不着了，可该流的汗

水、该吃的苦头，还是一点都少不得。

在观众眼里，运动场边坐着的

“板凳队员”很少是大汗淋漓的。内

行看门道，球场上有一个词绝对够

酷——“板凳深度”，是指球队替补

队员的实力，也与球队的整体实力息

息相关。所谓“深度”，有点深藏不露

的意思。如果能有一些虽坐在替补

席上，但却拥有足够实力的球员，就

意味着球队可以随时调整阵容，应对

伤病疲劳，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

NBA赛场将这些摩拳擦掌于板凳

之上的球员戏称为“板凳匪徒”，可见

其不容小觑的地位。相比之下，我更

喜欢咱们汉字优雅而形象的表述——

板凳奇兵。试想，比赛到了要紧之

处，骤发奇兵，上演逆转大戏，该是何

等之飒啊。在 2023年的女篮亚洲杯

赛场上，有一个叫罗欣棫的“00 后”

球员横刀杀出，助力中国女篮时隔

12年再度夺冠后，便获此赞誉。

虽说她掠阵得分，打出了一些风

头，但毕竟不是首发、决战的主力阵

容。因此，在最高荣耀纪录的榜单上，

她还是籍籍无名。尤其是与那些熠熠

闪耀的球星相比，顿时黯淡了许多。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事

实上，成长本身就是一种纪录，罗欣

棫扎实的成长脚步，书写下属于自己

的纪录——她被国际篮联官方评为

2023 年度最值得关注的 5 位新星之

一，入选中国篮球人才库，家乡政府

给她记功颁奖……

不可否认，此纪录非彼纪录，从

“板凳奇兵”成长为“定海神针”，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无论多么辉煌

的纪录皆始于足下，乔布斯说得好：

“起步时，没有激情，不可能走到终

点。”拼搏的价值在于证明自己的激

情，而激情的价值在于点燃这样的

信念——赛场纪录，“宁有种乎？”

与之相比，瑞士网球名将罗杰·费

德勒则已是“纪录等身”，他打拼出来

的一个个纪录令人望尘莫及，以至于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运

动员之一。所以，当时他的对手们如

此感慨：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地杀进

决赛，然后输给一个叫费德勒的人。

随着岁月流逝，费德勒已退役多

年。他在赛场上创造的那些近乎传

奇的纪录，也开始面临后来者的挑

战。可是，即便是他最强劲的对手也

不否认，费德勒拥有的一些纪录是难

以超越的，比如：他优雅精湛的君子

球风、纯净到一尘不染的赛场风范，

以及不论面对任何场地、赛事和对

手，都用潇洒华丽的竞技状态、教科

书般的球艺，保持着对网球、观众及

对手的尊重。

更让人叹服的是，费德勒还有些

纪录不是“打”出来的——他在生活

中是品位高雅的谦谦君子，在家庭里

是模范丈夫和慈爱父亲，在学识上以

博闻多才为人称道，有着“网球界的

达·芬奇”之誉。

“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

人所不及也。”就如《梦溪笔谈》里说

的——有些纪录，其实是得之于纪录

之外的。

创造和突破纪录，是体育竞技最

动人心魄的魅力所在。但我相信，体

育的魅力绝不仅仅于此，因为纪录并

不仅仅是纪录。

哲学家说：“人拥有的最大特权

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去努力。”数据不

会说谎，看到这样几个数字，让我明

白何谓努力的“特权”：NBA 球员在

其职业生涯中，正式打的比赛通常在

千场以上，得分则在万分以上；在一

场世界顶级的足球比赛中，那些关键

球员的跑动距离，一般在 13公里左

右。也就是说，除了过人、射门、防守

等技术动作之外，他们至少还得完成

一次万米长跑……

反观一些弱队，其球员一般要 3

场比赛才能达到这个标准。难怪，同

样是看球赛，有的是满场犀利锋锐的

冲决，有的则是拖泥带水、了无生气。

因为难度极大，足球场上通过角

球直接破门，被称为“奥林匹克球”。

葡萄牙球星埃德尔偏偏是一个对此

纪录抱有执念的人。他说：“假如在

世界杯上踢进这样一个球，就会永远

被记住。”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得到命

运的眷顾，直到退役时也没能如愿。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一脚，在关于他

的评论中，这样的词语俯拾皆是——

一蹴而就、一锤定音、一鸣惊人、一剑

封喉……

这也算一种纪录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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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蜀
炎

1月 13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组比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河冰场开赛。图为内蒙古队选手在速度滑冰 2000米混合团体赛中。 新华社发

1 月 11 日，2025 年第九届亚洲冬季

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举行口号、会徽、吉祥物发布仪式，这

也标志着本届亚冬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步入新阶段。

第九届亚冬会的口号为“冰雪同

梦，亚洲同心（Dream of Winter，Love

among Asia）”。冰雪同梦，寓意亚冬会

为亚洲各国各地区的运动员展现冰雪

运动魅力、实现人生梦想搭建了广阔舞

台，体现人类不断超越自我、对奥林匹

克精神的不懈追求，寄托激励更多人积

极投身冰雪运动的热切期待。亚洲同

心，展现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以真诚和

热情增进团结和友谊，以交流和尊重推

动文明互鉴和进步的共同期许，表达追

求和平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愿景。

第九届亚冬会会徽为“超越”。会

徽由主体图形、文字标志、亚奥理事会

太阳标志三部分组成，巧妙融合短道速

滑运动员、哈尔滨市花丁香花、舞动的

飘带造型进行同构设计。

第九届亚冬会吉祥物设计为东北

虎“滨滨”和“妮妮”。“滨滨”名字取自

“哈尔滨”，“妮妮”取自“您”的读音，寓

意“哈尔滨欢迎您”，展示出哈尔滨对

亚 洲 各 国 各 地 区 友 人 的 友 好 和 热

情 。 吉 祥 物“ 滨 滨 ”和“ 妮 妮 ”，是 以

2023 年 9 月出生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的两只小东北虎为原型设计创作，将

虎 头 虎 脑 的 可 爱 形 象 与 哈 尔 滨 独 特

的冬季冰雪文化特色、民俗风情巧妙

融合在一起。

第九届亚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后，

我国举办的又一重大综合性冰雪盛会，

将 于 2025 年 初 举 行 ，设 冬 季 两 项 、冰

壶、冰球等 6 个大项、11 个分项和 64 个

小项。此前，我国曾举办过两届亚冬

会，分别是 1996 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和 2007 年在吉林省长春市。明年将

是哈尔滨第二次承办亚冬会。

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
——第九届亚冬会口号、会徽、吉祥物发布

■本报记者 仇建辉 马 晶

场边杂弹

长 镜 头

全民健身，绘就幸福生活。

1 月 13 日至 14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群众组比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举行。

这是全国冬季运动会上首次设置群

众比赛。本次群众组比赛设置速度滑冰

4×200 米混合接力赛、速度滑冰 2000 米

混合团体赛、越野滑雪男子 4×1500 米

团体接力赛和越野滑雪女子 4×1000 米

团体接力赛，共有来自全国 21 个代表团

的 400 多名运动员参加。

亲民，是“十四冬”群众组赛事的一

大特点。

健身促进健康，体育助力美好未来。

不久前，“学转英超”基层足球教练

培训项目在“村超”发源地——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正式启动，

这是英超与“村超”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后

的首个活动。榕江县虽然没有职业足球

俱乐部，却凭借“村超”火遍全国，甚至火

出国门。

2023年夏天，全称为贵州榕江（三宝

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的“村超”

赛，不仅点燃了当地 20 支村级球队六七

百名球员的运动激情，更是引来网民的

高度关注，发展成为全民体育嘉年华。

过去一年，“村超”“村 BA”“村排”等

民间赛事活动在全国乡村广泛兴起，让

乡村振兴跑出了“新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

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

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

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人民至上，是不变的初心。当前人

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健身需求日益

增长，全民健身的场地设施、赛事模式、

项目设置等开始全面提速发展。

人 民 至 上 ，体 现 在 党 和 国 家 对 全

民 健 身 事 业 的 重 视 程 度 不 断 提 升 。

1995 年 ，关 于 群 众 体 育 事 业 发 展 的 纲

领 性 文 件《全 民 健 身 计 划 纲 要》实 施 。

2009 年，“全民健身日”设立，首部以全

民 健 身 为 宗 旨 的 行 政 性 法 规《全 民 健

身 条 例》实 施 。 2014 年 ，国 务 院《关 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

干 意 见》将 全 民 健 身 上 升 为 国 家 战

略 。 2016 年 ，《全 民 健 身 计 划（2016—

2020 年）》印 发 。 2017 年 ，党 的 十 九 大

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

快 推 进 体 育 强 国 建 设 ”的 目 标 。 2021

年 ，《全 民 健 身 计 划（2021—2025 年）》

印发。2022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 国 体 育 法》将“ 社 会 体 育 ”章 名 修 改

为“ 全 民 健 身 ”，把 国 家 实 施 全 民 健 身

战略写入法律。

2023 年初，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人民银行印发《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

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 年）》，明确

提出开展健身设施强基础、提质量、优服

务、增效益四大行动，提升健身设施开放

服务水平和综合使用效益。

统计显示，2023 年，全国共有 2491

个场馆享受国家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

资金政策，覆盖到全国近 1400 个县级行

政区域，超过 2000 万平方米，受益人次

超过 4 亿。

人民至上，体现在奥运会、全运会等

大型赛事“全民共享”的理念上。2017

年，天津全运会首次将群众项目纳入其

中，近 8000 名业余选手、民间高手登上

了全运会决赛阶段的舞台，生动诠释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彰显了“全民参

与，全民共享”的价值导向。今年，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也首次设立了群众

组比赛，备受欢迎。

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 2022 年冬

奥会，实现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愿景，让更多青少年体验冰雪运动的快

乐和魅力，让冰雪运动成为更多中国人

的体育爱好和生活方式。

近年来，通过组织开展“全国大众冰

雪季”“世界雪日”“全国大众欢乐冰雪

周”等品牌活动，加大冰雪场地设施供

给，加大群众身边小型多样冰雪场地设

施建设，深化“冰雪惠民计划”，推动冬奥

场馆公益开放，有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参

与冰雪运动的满足感、获得感。

人民至上，体现在体育强国不断加

快建设的步伐上。正如《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提出的目标导向，着眼于建成完

善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断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需求，

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等目

标的实现。

多年深耕群众体育沃土，“村超”最

终才能大放光彩。当然，“村超”也不仅

是一场全民健身的体育赛事，更是一场

体育与文化、旅游、美食的碰撞与融合。

以“村超”为代表的体育赛事孕育于

乡村，也反哺乡村。比赛间隙，特色文化

表演引来观众阵阵叫好；赛场外，电商直

播、文创产品火热登场。“体育+”赋能旅

游、文化产业，为助力乡村振兴探索新路

径。乘着办赛东风，贵州的特色美食、农

特产品、非遗产品走出大山，一批旅游项

目应运而生，就业岗位随之增加。线上

数据流量转化为线下客流量，百姓不仅

锻炼了身体，也得到了实惠。

大众日趋养成运动习惯。近两年，

徒步、骑行、登山、露营、冲浪等户外休闲

运动同样广受欢迎。

越来越多的体育爱好者，不仅奔跑

在城市的赛道上，也活跃在越野跑、铁人

三项等赛事的舞台上。遍布全国的赛事

体系把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

边，吸引更多人从体育运动的旁观者转

变为体育运动的参与者。

2023 年，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上线

约 200 项赛事，参与人数超 2000 万；“奔

跑 吧·少 年 ”主 题 健 身 活 动 开 展 43866

场，参与青少年达 6329 万人次……群众

体育活动不断创新形式，让更多人感受

到体育的魅力。预计到 2025 年，我国经

常 参 加 体 育 锻 炼 人 数 比 例 将 达 到

38.5%。

全民健身设施修到家门口，人民的

健身诉求和意愿大大提升，一座连通体

育和健康的桥梁正在构建，体育成为健

康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少年儿

童、老人还是青壮年，当全体人民拥有了

强健体魄、健康人格，强国之路就有了最

基础的保障，也有了持续发展源源不绝

的动力。

多彩全民健身，添彩美好生活。体

育强国的基础在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同

样离不开全民健身。它们相互促进，共

同为更美好的生活添砖加瓦。

多彩全民健身 添彩美好生活
■肖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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