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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雨伦

一周观察

又一次“豪赌”能否换来想要的结果
为国足出战世预赛让路，本赛季中超赛程支离破碎

7 月 5 日的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负
责人会议召开前， 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
职业联盟筹备组（中足联）其实准备了两
套中超方案： 一是中超联赛依然保持完
整的 30 轮，但国脚们不参赛；二是国脚
参赛，但赛程缩减为 22 轮。 由于有俱乐
部在会上明确拒绝了国脚不参赛这一方
案， 于是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便迎来
了史上最为支离破碎的一个赛季———4

月 20 日至 5 月 17 日进行第一阶段前半
部分 （前 5 轮），7 月 15 日至 8 月 12 日
打完第一阶段后半部分（第 6 至 14 轮），

12 月 1 日至明年 1 月 3 日进行第二阶
段（最后 8 轮）。平心而论，中超为国足备
战世预赛全面让道的结果其实早已在外
界预料之中， 只是不知道中国足球这又
一次“豪赌”能否换回想要的结果。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上赛季 “只赢一
场便保级”的不公平现象，中国足协和中
足联对联赛第二阶段的赛制作出了调
整。 第一阶段两个小组的前四名和后四
名分别进入“争冠组”和“保级组”之后，

将不再使用淘汰赛制决定名次， 而是采
用双循环赛制作赛 （第一阶段已碰面的

球队不再作赛）。 全部比赛结束后，争冠
组的八支球队将依据两个阶段所有比赛
积分比较出联赛前 8 名， 保级组则排列
出第 9 至 16 名。

这种排名方式的确比上赛季简单粗
暴的淘汰赛制更合理一些， 但依然存在
漏洞，最明显的一点在于比赛对手的“不
均等”，中超有 16 支球队，但本赛季所有
球队能遭遇的对手只有 12 个，这无疑将
影响联赛的公平性。此外，由于赛季结束
时并不是所有球队一起比较联赛积分决
定排名， 因此接下来的 9 轮赛事将至关
重要，如果不能排名各小组的前 4 名，就
将与今年的冠军无缘。 考虑到这 9 轮赛
事需要在 24 天时间内打完，三天一场的
比赛节奏必将给各队的备战工作提出极
高要求，而作为争冠球队的核心成员，国
脚们无疑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一方
面要帮助俱乐部获得好成绩进入争冠
组，另一方面又要尽量避免出现伤病，从

而影响备战世预赛。接下来的四个月，无
疑将是国脚们最为疲惫的时间段。

一边是极为忙碌的国脚们， 另一边
却是两个月无球可踢的其余所有中超球
员（10 月 16 日至 11 月中旬进行足协杯
正赛， 中超球队首轮便出场， 国脚不参
加），长时间只训练不比赛，无疑将给他
们的状态带来很大影响。 这种怪异赛程
所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几百名中超球员的
状态， 更将直接影响到中超联赛的品牌
价值。 《劳动报》在相关报道中直言：“按
照现在的中超赛程和防疫政策， 国脚们
将有近两年时间无法好好休息， 参赛状
态也要打一个折扣。 联赛大幅缩减外加
切割为两段，不利于球员们保持状态，更
会减少球迷对联赛的关注度。 7 月至 8

月的这段联赛又与东京奥运会撞车，关
注的球迷势必会更少， 对中超品牌也是
一种伤害。 ”

除了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赛程 ，本

赛季中超还将史上第一次跨年度举行 。

尽管跨年的部分只有短短三天， 却将给
中超俱乐部带来巨大的麻烦。按照惯例，

各俱乐部与球员的合同终止日期通常均
为每年 12 月 31 日， 因此这多出来的三
天， 就需要俱乐部必须与队中合同到期
的球员，尤其是外教和外援，多签一份短
期合同。 《体坛周报》在报道中直指这一
安排的弊端，“目前所谓的 ‘跨年完赛’，

仅仅只是多出三天的时间， 这又将引发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合同问题、外援
问题， 特别是未来的中超与中甲附加赛
的时间安排、人员不整等等。 所有这些，

原本都可以避免的情况， 却眼见着再一
次为外界‘诟病’。 ”

毫无疑问， 中国足球正又一次为了
冲击世界杯而 “豪赌 ”。 《扬子晚报 》

对历史进行了回顾， “二十年前， 2001

年的世预赛， 为了给国足 ‘护航’ 冲击
世界杯 ， 当年甲 A 联赛取消了降级 ，

2002 年和 2003 年的甲 A 实行 ‘（积分）

捆绑降级’； 而甲 B 联赛集中在 2001 年
升级 ， 2002、 2003 年取消升级 。 虽然
最终国足历史性打进了世界杯， 但联赛
此后陷入了最低谷， 负面影响相当大 。

当然， 这一次的 ‘让路’，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并非如 2001 年那样伤筋动骨 ，

但利弊几何， 只能今后再作评价。”

面对国家队的利益， 各中超俱乐部
无疑都会选择支持， 甚至牺牲部分自身
利益。 《北京青年报》写道，“俱乐部负责
人会议结束后，有与会俱乐部代表直言，

这个赛季的确非同寻常。 如果联赛如此

‘让路’ 能够换来中国队扬威十二强赛，

那么这样的付出甚至牺牲都是值得的。 ”

结果好，自然一切都好。 但问题是，如果
国足无法在十二强赛中获得令人满意的
成绩， 这种违背足球发展规律的牺牲又
是否值得？ 毕竟职业联赛才是决定一个
国家足球水准的根本。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名单争议背后是艰难抉择的“最优解”
东京奥运会中国军团各项目参赛阵容陆续出炉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两周时
间， 中国代表团各项目队伍陆续公布参
赛名单。谁能身披国家队战袍，在奥林匹
克舞台荣耀登场？ 谁又在最后时刻与奥
运擦肩，错失心驰神往的圆梦机会？伴随
着答案逐一揭晓，有人欢喜有人愁。

随之而来的还有迅速蔓延的争议
声。 有人为明星选手的“意外出局”大跌
眼镜，有人为草根达人遭“卸磨杀驴”忿
忿不平，甚至言辞凿凿将矛头指向了“阴
谋论”。事实上，每一份奥运名单的出炉，

都是各支队伍艰难抉择后得出的 “最优
解”。 之所以产生争议，除了置身不同立
场， 更重要的是对抉择过程的了解不够
清晰， 以及评价标准的信息传递还不够
透明。

看实力不看人气，名将落
选有据可循

作为游泳队的明星选手， 叶诗文头

顶奥运冠军光环， 曾是女队当仁不让的
领军者；“洪荒少女” 傅园慧和 “泳坛女
神”刘湘不仅在各自项目上屡创佳绩，还
拥有早已“破圈”的超高人气。然而，在中
国游泳协会公布的 30 人奥运名单上，三
位“顶流”均榜上无名。

如此结果，似乎颠覆了不少人的传统
认知，引来惊叹声一片。 但实际上，只需对
中国游泳协会制定的 《2020 年东京奥运
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有所了解，便会认
同所谓的“意外出局”不过是意料之中。 根
据选拔规则，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通过

5月举行的全国冠军赛与 6月举行的 “补
位赛”确定。 在符合国际泳联奥运会参赛
标准的前提下， 各单项满额席位为两人。

遗憾的是，三位明星选手在各自项目上均
未展现出足够出色的竞技状态。

参与 200 米混合泳 、400 米混合泳
和 200 米蛙泳三项选拔的叶诗文， 没能
在冠军赛和“补位赛”决赛中完成达标任
务；主攻 100 米仰泳的傅园慧，先是在冠
军赛中因抢跳犯规被取消成绩， 而后放

弃了“补位”机会；刘湘虽在唯一主项 50

米自由泳中达到奥运 A 标， 成绩却位居
队友张雨霏和吴卿风之后，仅列第三。

抛开光环和人气， 面对人人平等的
选拔规则， 成绩成为了三位明星选手争
夺奥运门票的“硬伤”。在她们身前，更年
轻的一代已经凭实力完成了赶超。 据统
计，最终入选的 19 名女队员平均年龄仅

20.3 岁，在为名将落选惋惜之余，也是时
候期待新星闪耀。

权衡利弊做取舍，评价标
准需更透明

相比依据达标成绩和排名制定的选
拔规则， 部分集体项目的参赛人选缺乏
统一标准， 更多取决于教练团队的战术
考量和排兵布阵。也正是因此，争议往往
更容易产生。

就在中国篮协公布三人篮球奥运名
单之后， 因为此前一直担任队长的郑毅
临阵落选，一波指责篮协“过河拆桥，卸
磨杀驴”的舆论风暴汹涌而至。在鸣不平

的球迷们看来，身为草根球员的郑毅，无
论贡献度还是自身实力， 都并不逊色于
取代他的职业球员。

根据国际篮联的规则， 三人篮球的
奥运门票通过协会积分排名和选拔赛两
种方式产生。其中，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
前协会积分排名前三的国家（或地区）可
以直通东京， 中国三人男篮正是凭此获
得了奥运席位。

关于国际篮联复杂的积分体系 ，简
单而言，就是球员参赛级别越高、成绩越
好， 获得的积分就越多； 而参赛球员越
多，所在协会的积分也相应更高。在此规
则下， 中国三人篮球早早启动 “人海战
术”， 通过庞大的球员基数和高频次的

“刷分”，迅速占据积分有利位置。在这个
过程中， 包括郑毅在内的草根球员们功
不可没。

然而， 取得奥运资格只是迈出了奥
运征程的第一步，积分排名高，并不意味
着可以在奥运赛场上取得佳绩。 在中国
男篮无缘奥运之后， 中国篮协面临的压

力不言而喻，寄望于三人篮球“冲击男子
集体球类历史最好成绩”也就不难理解。

于是， 篮协向 CBA 职业球员发出邀请，

试图以此提升队伍在奥运会上的竞争
力。 而根据国际篮联对于参赛球员的规
定，参加奥运会的四名主力球员中，必须
有两名球员在本国积分榜上进入前十 。

在确定补充职业球员的前提下， 积分排
名国内球员第三的草根球员郑毅， 也就
成了落选者。

从战略层面而言， 通过补充更有实
力的队员提升队伍竞争力无可指摘。 在
主帅刘震看来， 这份名单也是精心选择
后的最佳组合。只是，什么样的球员能被
定义为“更有实力的球员”，对于三人篮
球而言 CBA 职业球员是否一定强于草
根球员，“最优解” 的衡量标准还需以更
透明的方式来呈现。相比胡金秋、颜鹏等
实力过硬的职业球员， 没有积分且表现
难以令人信服的高诗岩， 不可避免地站
在了郑毅的“对立面”。 这场舆论争议的
起因恰恰正是少了一点透明度。

足球回家了，新冠也带回家了
球迷聚集加剧疫情传播，欧洲杯正演变成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这几天的温布利大球场 ， 放眼望
去， 看台上的球迷汇聚成一片欢乐的
海洋 。 这座位于伦敦的足球场在欧洲
杯半决赛与决赛期间开放 61000 个座
位， 曾经因疫情空无一人的看台在本
届赛事期间正逐渐回归昔日的热闹场
景。 然而球迷涌入 、 人群密集 ， 势必
将加剧新冠病毒传播 。 整个欧洲杯期
间， 各主办国不断发生球迷群体感染
事件 ， 欧洲杯正变成一场 “公共卫生
危机”。

十国办赛增加防疫难度
“足球回家了！” 英格兰球迷使用

的助威歌 《三狮军团 》 中有这样一句
歌词 ， 标榜英国为现代足球发源地 。

然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 7

月 5 日的报道中泼了冷水 ， 用 “足球
回家了 ， 新冠也带回家了 ” 来形容包
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杯主办国确诊病例
急剧攀升的现象。

随着德尔塔变异株在欧洲快速蔓
延， 群体感染事件接连发生 ， 欧洲杯
已被外界视为新冠疫情复燃的温床 。

苏格兰卫生部 6 月 30 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 6 月 11 日至 6 月 28 日该地区新冠
确诊病例中 ， 有 1991 例与欧洲杯有
关。 他们都曾参加过至少一次欧洲杯
相关活动 ， 包括现场观赛或参加球迷
集会等 。 这 1991 人中有 1294 人曾前
往伦敦， 397 人在温布利大球场观看了
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小组赛 。 芬兰卫生
部也报告称， 约 300 名球迷在 6 月 16

日前往圣彼得堡观看芬兰与俄罗斯一
役回国后确诊感染新冠。

据 《巴黎人》 报道， 法国马赛 29

岁的球迷杰雷米·马蒂厄与三个朋友曾
在 6 月 19 日前往布达佩斯观看法国与
匈牙利的比赛 。 马蒂厄表示 ， 当地的
防疫措施让他误以为 “疫情已不复存
在”， “只要拿着体育场门票就能随便
进入餐馆 ， 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可以摘
下口罩。” 马蒂厄已经接种疫苗， 但未
接种疫苗的两位朋友返回法国后被确
诊感染新冠 。 他认为 ， 欧洲杯正是欧
洲暴发新一波疫情的助推剂。

本届欧洲杯在 10 个国家的 11 座
城市举行。 CNN 认为， 正是因为赛事
采取无主办国的特殊赛制 ， 各国球迷
入境频繁 ， 各国执行不同防疫要求 ，

为防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 以入
场要求为例 ， 伦敦与塞维利亚规定观
众需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新冠检测
呈阴性证明 ； 哥本哈根 、 罗马 、 慕尼
黑除认可上述证明外 ， 对一定时间内
的新冠康复者也给予入场许可 ； 阿姆
斯特丹要求 5 岁以上观众通过指定网
站预约免费检测 ； 格拉斯哥 、 圣彼得
堡则干脆不要求观众提供任何证明。

法国球迷凯文·博赞曾赴三地观
赛。 他表示慕尼黑要求在体育场内必
须佩戴 FFP2 高级别防护口罩， 不接受
普通外科口罩 ， 但在布达佩斯和布加
勒斯特 ， “我不记得体育场检查过口
罩佩戴情况 。” 尽管慕尼黑执行严格
的防疫规定 ， 但在执行过程中依然
漏洞百出 。 许多跨境专程赴慕尼黑
观赛的球迷未按要求佩戴口罩 。 比

赛直播画面也显示， 球迷摘下口罩肆
意狂欢、 相互握手拥抱等 “违规举动”

时有发生。

为奥运会防疫工作敲响警钟
世界卫生组织 7 月 1 日发表声明

指出 ， 欧洲杯开幕以来 ， 球迷在举办
城市的赛场与酒吧观战 ， 人群聚集正
令当地新冠感染率急剧上升 。 原本欧
洲疫情形势已在多方努力下得到一定
控制 ， 如今却因为欧洲杯重燃 ， 这在
欧洲政坛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本月初， 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
霍费尔指责欧足联任由各举办地自行
决定入场观众人数的行为不负责任 ，

呼吁欧足联和英国政府应减少欧洲杯
剩余比赛的入场观赛人数 ， “我无法
理解欧足联为何如此不理智 ， 我认为

这与利益有关 。 但商业利益不能比保
护人们免受感染更重要。”

欧洲杯开幕以来 ， 英国每日新增
病例不断创下自今年 2 月以来的新高，

7 月 1 日更是突破 50000 人 。 6 月 28

日，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加里蒂斯·希
纳斯要求欧足联慎重考虑伦敦是否适
合举办后续比赛 （半决赛与决赛）。 最
终英国政府决定将英格兰地区全面解
封日期推迟至 7 月 19 日 ， 却给欧洲
杯、 温网等高级别赛事亮了 “绿灯 ”，

能容纳 90000 人的温布利大球场开放
率更是从小组赛的 25%扩容为 75%。

英国文化大臣道登甚至骄傲地表
示，“（欧洲杯） 半决赛和决赛将成为英
国疫情恢复过程中的难忘时刻。 ”然而
在英国疫情日渐严峻的当下，不顾疫情
而开放球场将注定得不偿失。 正如《巴

黎人》报所言 ，欧洲杯正在演变成一场

“公共卫生危机 ”。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
看，欧洲杯可能是一场惨败。

两周后东京奥运会就将接踵而来。

无论从赛事规模还是参与人数而言 ，

奥运会都比欧洲杯更加庞大 ， 因此也
将面临更沉重的防疫压力 。 根据东京
奥组委昨日公布的消息 ， 又有一名东
京奥组委职员与一名居住在日本的奥
运相关人员新冠检测呈阳性。 自 7 月 1

日以来 ， 除因参加赛前集训抵达日本
的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外 ， 东京奥运会
相关人员已有 14 人感染新冠。 原本欧
洲杯的举行标志着体育世界吹响回归
正常的号角 ， 然而不断发生的群体感
染事件 ， 加剧了外界对大型体育赛事
会成为疫情传播温床的疑虑 ， 同时也
为东京奥运会的防疫工作敲响了警钟。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上海市代表团成立

本报讯 （记者谷苗） 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将于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陕
西省举行。 昨天，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上海市代表团成立大会在东方体育
大厦举行。

本届全运会对标 2024 年巴黎奥
运会设项， 新增攀岩、 冲浪、 滑板、

霹雳舞等项目 ， 竞技体育项目共设

35 个大项、 52 个分项、 409 个小项；

同时增设了群众体育项目， 包含比赛
类 15 个大项、 142 个小项和展演类 4

个大项 、 43 个小项 ， 采用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比赛方式， 为广大民众提
供体育竞技平台，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为健
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截至 7 月 7 日， 竞技体育项目方
面 ， 上海共有 870 名运动员参加了

30 个大项、 305 个小项的资格赛， 其
中 242 个小项 、 678 名运动员出线 ；

870 名运动员参加体能测试， 达标率

100%； 竞技体育项目资格赛将持续
至 8 月 ， 下阶段上海还将参加霹雳
舞、 帆船、 高尔夫球三个项目资格赛
的角逐。 群众比赛项目方面， 上海计
划参加全部 19 个大项的群体项目预
决赛， 参与人数预计达 3500 人。

在前期备战过程中， 上海市代表
团坚持 “以奥运带全运， 以全运促奥
运” 的理念， 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在
为国家队输送优秀人才的同时， 进一
步提升全运会备战实力。 同时， 代表
团积极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全运会改革
举措， 精心组织群体项目参赛工作，

使参加全运会成为推动 “健康上海行
动” 建设的重要窗口和舞台， 进一步
提高全市人民群众参与度和获得感。

代表团成立大会的举行， 吹响了
上海体育健儿决战第十四届全运会的
号角。 会议要求各参赛单位要坚定必
胜信心， 营造备战氛围； 抓好赛前训
练， 掌控备战过程； 主动靠前服务，

强化参赛保障； 弘扬体育精神， 展示
上海形象， 抓好最后冲刺阶段的各项
工作， 打好每一场决赛， 夺取运动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会上， 上海市副市长、 代表团团
长陈群向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

常务副团长徐彬授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上海市代表团团旗。 各参赛单位代
表递交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目标任
务责任书》 和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

MAGIC3青少年
超级篮球赛开幕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 7 月 6

日 ， 第三届 MAGIC3 上海市青少年
三对三超级篮球赛正式拉开帷幕 。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出席并宣布比赛
开幕。

为进一步推进篮球运动发展， 打
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青少年品牌赛
事， 上海市体育局与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自 2019 年起共同主办 “MAGIC3

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赛 ”。

经过两年培育， MAGIC3 已逐步成为
深受青少年喜爱， 集篮球赛事体验、

篮球文化展示、 体育景观线打造、 体
育明星互动、 青少年体育交流、 社会
化运营等于一体的上海市青少年篮球
品牌。

今年 MAGIC3 升级扩容， 赛事规
模进一步提升， 共吸引 18247 名青少
年报名参赛， 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今
年赛事首次设立长三角公开赛， 在江
苏常州、 太仓， 浙江杭州、 宁波， 安
徽合肥等五座城市组织开展预选赛，

共吸引 1184 支队伍、 4730 名选手报
名参赛。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开幕式上表
示： “三人篮球运动在上海得到如此
程度的推广， 这说明了项目的活力和
可塑性。” 他透露， 中国篮协计划在
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三人篮球， “在

‘十四五’ 规划中， 中国篮球协会将
三人篮球作为单独课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 ， 下一个五年规划中将秉承打
造开放创新的三人篮球生态 、 构建
特色输出的三人篮球文化 ， 最终扩
大篮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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