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足决赛因天气原因改期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东京奥组

委昨晚宣布，因天气原因，原定于北京
时间 8 月 6 日上午 10 点在东京新国
立竞技场举行的女足决赛， 将延迟到
晚间 20 点在横滨国际体育场举行。

东京奥组委在官方声明中写道：

过去的 16 天， 东京奥运会致力于为
运动员提供一流的场馆与场地， 以让
大家有出彩表现。 为了给运动员提供
最好的比赛条件， 考虑到近段时间天
气对体育场馆的影响， 东京奥组委和
国际奥委会审查了 6 日将举行的女足
决赛计划， 决定将这场决赛延迟到晚
间进行。

据悉， 东京近来天气炎热， 尤其
是中午的体感温度达到 40 摄氏度左
右。 对于此次更改比赛时间， 虽然绝
大部分人都表示欢迎， 但也存在质疑
声。 瑞典女足中场球员塞格·卡洛琳
便表示了反对， “在你能经历的最重
要的比赛前一天才决定 （改期）， 这
实在太可怕了。 不能再让他们这样做
了， 我的确非常生气。”

有消息称， 比赛改期的另一个原
因可能是由于美国女足没能进入决
赛， 因此再将比赛安排在东京时间上
午 （美国时间为晚间的电视转播黄金
时间）举行已无必要。在昨天进行的女
足季军争夺战中， 美国女足以 4 比 3

击败澳大利亚队，获得一枚铜牌。

此外， 由于男足铜牌战与更改时
间后的女足决赛发生冲突， 因而被提
前到北京时间 17 点在埼玉体育场开
球， 东道主日本队将对阵墨西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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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尽力，郑妮娜力圆了外婆的奥运梦
体育基因与爱国情怀在家族血脉中传承东京奥运会田径赛场， 有一种荣光

在血脉中传承。 与生俱来的体育基因，

耳濡目染的爱国情怀， 家族共同的奥运
梦想， 让中德混血姑娘郑妮娜力选择为
中国而战。

在昨晚结束的女子七项全能比赛
中， 作为中国田径队首位归化选手， 郑
妮娜力完成了自己的奥运首秀 。 总分

6318 分 ， 最终名列第十 ， 成绩算不上
耀眼， 但 22 岁的她已经实现了自己的
心愿———“穿上绣着五星红旗的战袍 ，

为外婆圆她的奥运梦。”

郑妮娜力的外婆， 是曾经震惊世界
的我国跳高名宿郑凤荣。 1957 年 11 月

17 日， 当时年仅 20 岁的郑凤荣参加北
京市田径运动会跳高比赛 ， 以 1 米 77

的成绩一举打破由美国选手保持的世界
纪录。 这是我国田径项目的第一个世界
纪录， 她也成为首位打破世界纪录的中
国女子运动员。 郑凤荣的这一跳， 曾让
美联社惊呼： “一位 20 岁的中国姑娘
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 中国人
不会永远是落选选手。” 路透社则预言：

“这个成绩， 有力说明了中国田径有了
惊人的全面提升。 他们可能成为今后奥
运会上的一支巨大力量。”

遗憾的是 ， 因所处时代的历史原
因， 郑凤荣终究没能以运动员身份亮相
奥运赛场。 但在她心中， 毕生热爱的田
径事业和未完成的奥运梦想， 始终占据
着重要位置。 “在郑妮娜力 20 岁生日
的时候， 她主动提出要加入中国国籍，

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 我当时和她
拥抱在一起， 眼泪哗地一下就流下来。”

让郑凤荣不曾想到的是， 多年之后， 她
的奥运梦能在孙辈身上成为现实。

从加拿大籍转为中国国籍之前， 郑
妮娜力还叫妮娜·舒尔茨， 有一个和她
一样热爱运动的哥哥泰·舒尔茨。 2000

年前后， 郑凤荣与同为跳高名宿的丈夫
段其炎决定一同帮女儿培养外孙、 外孙
女。 “哥哥小时候溜旱冰， 妹妹就跟在
他后面跑。 在她很小的时候， 1 米多高
的台子就敢直接往下跳。” 早早看出孩
子们的天赋， 郑凤荣与家人一起全力支
持他们从事喜欢的运动。 结果， 妹妹选
择了田径， 哥哥则爱上了冰球。

2017 年全运会 ， 郑妮娜力首次以

华人华侨身份回国参赛， 第一次用不算
流利的中文公开表达了代表中国参加奥
运会的想法。 一年之后， 她便开启了一
段不可思议的奥运 “抢票” 征程。 根据
国际奥委会和世界田联的规定， 运动员
须年满 20 岁才能更改国籍， 且改籍后
三年内不得参加国际比赛。 尽管在年满

20 岁的当天就提交了申请 ， 但郑妮娜
力代表中国参赛最早也需等到今年 4

月， 这意味着她铁定与原定于去年启幕
的东京奥运会无缘。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奥运会被迫延
期， 对于郑妮娜力而言却是一个转机。

从获得出战资格的 4 月， 到奥运达标截
止的 6 月， 她与时间和自己赛跑， 向国
家队的教练取经， 终于压哨跨过达标门
槛， 拿到了前往东京的门票。 “我的精
神、 技术和状态， 全部来自于她。 她曾
是一个训练特别狠的人。 每次比赛感觉
累的时候， 我就想想她那时候是怎么训
练和比赛的。” 外婆的言传身教， 给予
郑妮娜力追梦的信心和坚持的力量。 在
有限的奥运备战期里， 她尽可能提升自
己的状态 ， 想方设法弥补投掷项目的
“短板”。

终于站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郑妮
娜力在两天的激烈竞逐中尽情展现自
己 ， 正如她文在腿上的四个汉字———

“尽心尽力”。 两个项目刷新个人最佳成
绩， 成为前十名中唯一的亚洲选手， 为
外婆圆梦奥运的同时， 她也展现出未来
可期的潜力。

“今年和明年， 我家和奥林匹克的
缘分还在继续。 这也算是对当年遗憾的
一种弥补吧。” 当外孙女郑妮娜力圆梦
奥运之后， 郑凤荣也开始期待在明年北
京冬奥会的赛场， 看到外孙为国征战的
身影。 与妹妹一样， 已经加入中国籍的
泰·舒尔茨改名郑恩来， 正作为中国冰
球队的一员， 全力为冬奥会备战。

美国男篮与法国会师决赛
逆转击败澳大利亚队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在昨天
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篮半决赛中， 美
国男篮差点 “玩脱” 了。 面对澳大利
亚队， 有着 “梦之队” 之称的美国队
在上半时一度落后 15 分， 好在关键
时刻杜兰特站了出来， 这才帮助球队
以 97 比 78 完成逆转， 晋级决赛。

以如此方式击败澳大利亚队， 显
然令美国男篮主帅波波维奇有些郁
闷。 赛后当有记者问及 “更希望在决
赛中遇到谁 ” 时 ， 老帅一下子发了
飙， “你觉得我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当记者多久了？ 这个问题你还是留
给那些蠢蛋教练去回答吧。”

在昨天晚间进行的另一场男篮半
决赛中， 法国男篮与斯洛文尼亚队苦
斗全场， 最终以 90 比 89 险胜对手。

斯洛文尼亚队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依
然掩盖不了东契奇的光芒， 这位效力
于达拉斯独行侠队的斯洛文尼亚球星
打出高水准 ， 交出 16 分 、 10 篮板 、

18 助攻的三双数据。

根据赛程安排， 东京奥运会男子
篮球决赛将于北京时间 8 月 7 日上午

10 点 30 分举行， 这显然也是为了照
顾美国地区的转播要求， 有趣的是，

铜牌赛的开球时间是当天晚间 8 点，

这场比赛才是东京奥运会男篮赛事的
收官战。

跨越冬夏的冷暖，方能一览别样风景
东京赛场上，多位选手曾经或现在仍是冬季运动的顶级选手

当奥林匹克圣火在新国立竞技场被
点燃，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向世界
发出问候，“大家手牵手，联结希望，我们
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56 岁的桥本圣子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最知名的女子
运动员， 她作为速度滑冰选手出战过四
届冬奥会，并夺得过一枚铜牌，同时期，

桥本作为场地自行车选手参加了三届夏
奥会，堪称体坛跨界明星。

东京奥运会同样涌现出多位跨界夏
冬的双料奥运会选手， 从单板滑雪到滑
板，从跳台滑雪到自行车，从速度滑冰到
场地自行车， 他们因为不同理由挑战自
我，跨越冬夏的冷暖，只有他们看到了不
同的风景。

单板滑雪的天才，站上滑
板赛场只是新人

高高跃起、翻转腾挪、稳稳落地……

日本单板滑雪天才平野步梦出现在昨日
的滑板男子公园赛赛场， 最终他三次试
滑的最高分为62.03分，排名第14位而无
缘决赛。在夏奥会赛场，23岁的平野步梦
只是一名新人， 但他比所有滑板选手都
拥有更丰富的奥运参赛经验———2014年
索契冬奥会， 年仅15岁的平野步梦作为
日本代表团最年轻选手一战成名， 斩获
男子单板滑雪U型池亚军， 成为日本历
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奖牌得主；四年后，平
野步梦再战平昌， 在与单板滑雪传奇肖
恩·怀特的王者对话中屈居亚军。

走下平昌冬奥会的领奖台， 平野步
梦心中燃起了新的奥运梦想———参加两
年后在本土举行的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
见证着奥运历史中一次重大革新， 引入
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滑板等五个项目。

而平野步梦正是通过滑板启蒙， 进入单
板滑雪世界。 平野步梦出生于新潟北部
的海滨小城村上市， 由于当地没有良好
的积雪条件， 平野步梦的父亲将一座室
内体育馆改造成滑板赛道， 让平野练习
滑板———这是他奥运梦想开始的地方。

2018 年平野决定挑战滑板时，并未
和任何人商量，因为在外界看来，这个挑
战着实有些冒险，“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
定。 我害怕被人说。 ”单板滑雪和滑板虽
然有一定相似之处， 但依然是两项不同
的运动， 即使对于曾经训练过两个项目
的平野亦是如此。

平野步梦此前从事的是单板滑雪 U

型池项目， 但东京奥运会的滑板比赛中
并没有与此对应的项目， 他只能参与公
园赛， 其所擅长的空中动作优势被大大
弱化。当脚下的雪板变成了滑板，经历过
两届冬奥会的平野认为， 最大的感受就
是坚持到底，“我必须花更多工夫训练，

也要做好半途而废的准备， 最重要的是

绝对不能浪费时间。 ”

梦想只能靠脚踏实地的努力与坚
持一步步达成。今年5月滑板项目公园
赛最后一项东京奥运积分赛中， 平野
步梦惊险地获得参赛资格。 在主攻滑
板的同时， 平野步梦也未放下单板滑
雪———今年2月，他在阿斯彭雪球公开
赛上夺得单板滑雪男子U型池冠军。

从两届冬奥会银牌得主， 到站上
东京奥运会滑板赛场， 平野步梦追逐
梦想的步伐正如其名“步梦”一样，“我
很享受东京奥运的体验， 这次参赛经
历将让我变得更强大。 我毫无遗憾。 ”

一次意外受伤，他不得
不放下过去追逐新梦想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跳台滑雪运
动员，现在是职业自行车手。 ”普利莫
泽·罗格利奇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如此
介绍自己。这正是 31 岁的斯洛文尼亚
人职业生涯的最真实写照。 东京奥运
会上， 罗格利奇夺得男子公路自行车
个人计时赛冠军。

斯洛文尼亚北部的普拉尼卡是著
名的滑雪圣地， 这里不仅是罗格利奇
梦开始的地方， 也见证了他人生的重
大转折点。 2007 年赢得世青赛冠军数

周后，罗格利奇来到普拉尼卡训练，他不
慎在空中身体失去控制， 左手和头部狠
狠摔到雪地上， 从 200 多米高的雪道一
路翻滚到山脚。万幸的是，救援人员及时
赶到，并动用直升机将他送去医院，罗格
利奇“只是”遭遇了脑震荡与皮肉伤。

休养数月后， 罗格利奇重新回到跳
台 ， 然而不断的失败让他发现距离梦
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跳台滑雪运动
员———渐行渐远。罗格利奇意识到，跳台
滑雪之路已经走到尽头。陷入人生低谷，

他想要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2011 年 1

月，21 岁的他在波兰什切尔克结束了最
后一场跳台滑雪比赛，他决定放下过去，

改而追逐全新的梦想———自行车。

从零开始的困难超乎想象。 为了买
下人生第一台二手公路自行车， 罗格利
奇在超市打工数月； 为了敲开职业车队
的大门， 他曾给各支小车队打电话毛遂
自荐，但被一一回绝……直到 2013 年凭
借在业余赛事中的出色表现， 罗格利奇
得以加盟亚德里亚汽车车队。

步入车坛的第一年， 罗格利奇最好
成绩仅仅是国家锦标赛第 10 名、环斯洛
文尼亚赛第 15 名。此后他进步迅速———

2016 年环意赛，罗格利奇骑着没有水壶
和码表的临时战车赢得赛段冠军； 里约
奥运会， 获得公路自行车个人计时赛第

10 名；2020 年环法赛， 甚至距离总冠军
仅一步之遥。如今，罗格利奇在富士山附
近起伏的 44.2 公里赛道上实现了令人
惊叹的跨越， 他挂着金牌颇为激动，“这
家伙真的很沉。 但它，它很美。 我超级自
豪！ ”毫无疑问，罗格利奇现在是跳台滑
雪界里最杰出的自行车选手， 同样也是
自行车运动员里最擅长跳台滑雪的。

离开东京赛场，他已为北
京冬奥会定下目标

在 8 月 4 日落幕的场地自行车男子
团体追逐赛中，文森特·德哈尔特利首次
参加夏奥会， 与加拿大队一起获得该项
目第五名。六个月后的北京，如果能拿到
参赛资格的话，将是 27 岁的德哈尔特利
第三次出战冬奥会速度滑冰比赛。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于德哈尔特利的
影响显而易见———备战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的时间被大幅压缩， 他需要在半年
内完成从场地自行车到速度滑冰的过
渡。不过当延期的消息传来，德哈尔特利
的反应与人们预料的不一样， 他异常坚
定，“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我不会放弃参
赛。我已经为此努力了两年，我不会在这
个时间节点放弃去东京。”最终德哈尔特
利决定专注于男子团体追逐赛这个小

项，就是考虑到团体追逐赛与速滑有几
分相似之处，并是一个偏重于耐力而非
爆发力的项目，能令他尽量缩短过渡到
速度滑冰比赛状态的时间。

一位运动员同时亮相夏奥会与冬奥
会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赛后被问及
这是否与天赋有关时，德哈尔特利却认
为，自己并不属于天赋选手的行列，谈到
从事速滑前三年经历时，他表示，“当时
每个人都能赢我，无论男选手还是女选
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别之
处。 ”他认为，实现目标的驱动力让自己
脱颖而出，也正是这份决心让他在外界
认为不可能的道路上前行。

北京冬奥会将于明年 2 月启幕。 现
在对德哈尔特利而言最缺的就是时间。

在 8 月 4 日完成比赛后，他在 8 月 5 日
一早就搭乘班机回国，并于加拿大时间
当天中午抵达家乡。 原本希望休息两周
的德哈尔特利已经缩短了自己的假期，

“我只能休息几天，然后恢复训练，再过
几天就是彻底的重建，因为八九个星期
后就要举行冬奥会选拔赛了。 ”

如果能顺利入围北京冬奥会，德哈
尔特利期待能有所突破，跻身速度滑冰
男子 1000 米决赛行列，“我对自己说过
我能够做到。 所以如果我不去做，就是
自己欺骗自己。 ”

■本报记者 谷苗

■本报记者 吴雨伦

郑妮娜力在女子七项全能的跳高比赛中， 奋力拼搏的她正如其腿上文着的四个汉字———“尽心尽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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