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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连发十六球，累么

中国女排3比0完胜韩国

世界女排大冠军杯东京轮次对阵

美国 、 巴 西 两 战 ， 中 国 女 排 都 出 现

了一惊 一 乍 的 起 伏 ， 转 战 名 古 屋第

一场对韩国还是令人一惊， 不过是惊

喜的 “惊”。
第 一 局 风 平 浪 静 地 以 中 国 女 排

25 比 14 胜出而收场 。 派出袁心玥 、
朱婷、 张常宁、 丁霞、 颜妮、 曾春蕾

和自由人林莉全主力先发的中国队实

力完全压 制 对 手 ， 在 战 至 5 比 5 平

后， 比分差距就被一路拉开。 由于包

括核心金软景在内的多位主力没有参

赛， 这支相当于二队的韩国队根本不

是中国女排的对手， 但谁也没想到，
会差得那么离谱。

第二局开局中国女排打了一个 4
比 0 后， 韩国队主帅洪成镇不得不叫

了暂停。 恢复比赛后第一球， 河憓缜

四号位强 攻 ， 裁 判 判 定 打 手 出 界 得

分， 但中国拦网队员认为并未触球，
挑战以中国队成功告终。 此后韩国队

军心尽失， 被中国女排连续四次拦网

成功 ， 其 中 更 有 三 次 单 人 拦 网 。 10
比 0、 15 比 0……中国队这一波连续

得分令名古屋体育馆里的所有人都有

些惊呆了。 直到朱婷本局的第 16 次

发球直接出界， 才终于让韩国队破了

零蛋。
赛后， 中国队长被日本记者追问

“第二局有没有想过零封对手”， 朱婷

以标志性的不冷不淡回应道， “我们

没有把结果放在心上， 就想着认真对

待比赛， 注重过程。” 中国女排确实

注重比赛里的每一个细节， 就是那次

送给韩国队第一分的发球失误， 尽管

无甚客观依据， 成功率也不会太高，
主帅安家杰还是叫了鹰眼挑战， 当然

挑战还是失败了。
比赛本身已经毫无悬念可言。 即

使朱婷、 丁霞等核心先后被换下场，
中国队仍以 25 比 4 这个超级大比分

拿下次局。 第三局也没有任何值得一

书的意外， 最终比分是 25 比 12。 第

二局后期和第三局绝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队留在场上的先发球员只剩下张

常宁一人 ， 此 前 没 有 得 到 过 机 会 的

“第三二传” 姚迪和副攻王辰玥等新

人都得到了大冠军杯的首秀。 “比赛

后期顺利时， 我们换上了一些年轻球

员。 总体而言， 她们打得都不错， 不

过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比如串联方

面。” 主帅安家杰表示， 如果后面比

赛有机会， 还会给新人们更多上场比

赛的时间。
由于日本队本轮爆冷以 3 比 2 击

败了巴西队， 美国队也同俄罗斯队苦

战五局方才胜出， 在三战全胜的中国

队身后只剩下均为两胜的日、美，且两

队各有一场 2 分胜 （3 比 2 比赛胜者

得 2 分，负者得 1 分）。 一旦中国女排

在 9 日能击败俄罗斯队， 冠军就基本

到手。 届时，末战对日本队一役，或许

就是安家杰口中继续使用年轻球员的

机会。
（本报名古屋 9 月 8 日专电）

体彩助力“津”彩全运
本报讯 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体

彩·津彩全运” 主题活动 9 月 5 日在

天津全运村举行。 活动集中展示了体

育彩票为体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诠释

了体育彩票 “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旨， 进一步加深了体育彩票

与群众体育的密切联系， 突出体育彩

票作为国家彩票的公益属性。
体育彩票作为体育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与全运会共伴共生， 互相促

进。 截止 2016 年， 中国体育彩票累

计发行 12326.8 亿元， 共筹集彩票公

益金 3341.5 亿元 ， 用于国家社保基

金 、 红十字人 道 主 义 救 助 、 教 育 助

学、 法律援助、 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

事业， 对于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 体

育彩票成为了支柱型的资金来源。
本届全运会， 体育彩票公益金对

赛会的顺利举办给予了大力支持， 仅

中央本级彩票公益金就安排了 6000
万元用于资助 天 津 实 施 全 运 惠 民 工

程， 安排 3000 万元对全运会办赛经

费给予补助。 此外， 省级体育彩票公

益金也安排了大量资金用于群众选手

和专业选手参与全运会， 助力全运赛

场精彩纷呈。 （文彬）

昆仑鸿星队迎主场首秀

KHL大陆冰球联赛

本报讯 带着七战五胜暂居东部

第一的出色战绩回到上海， 昆仑鸿星

万科龙队今晚 坐 镇 上 海 三 林 体 育 中

心 ， 迎来 2016-2017 赛季 KHL 大陆

冰球联赛的主场首秀。
在日前召开的新赛季见面会上，

昆仑鸿星阵中的 “华裔八杰” 有六人

亮相现场。 俱乐部主席赵晓宇表示，
这些华裔球员将与低级别联盟的中国

年轻球员一起， 成为中国国家队未来

的主力球员 ， 肩 负 起 中 国 冰 球 备 战

2022 年冬奥会的使命。
“球队打出了漂亮的赛季开局，

感谢队员们的努力和付出。” 主帅迈

克·基南表示， 期待与球员们一起继

续前进， 赢得冠军， 也赢得中国观众

的心。 （王妍）

图①： 上海场地自行车队收获四金

四银两铜。
图②： 上海帆船队获 OP 级队赛冠

军，最近六届全运会五度加冕。
图③：U20 男足登顶，上海足球史无

前例地包揽全运会专业足球四枚金牌。
图④：上海男乒时隔 52 年再夺全运

会团体冠军。
图⑤： 年轻的上海棒球队神勇杀入

决赛，收获银牌。
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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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助推上海体育砥砺前行
第十三届全运会落幕

见证泪水与汗水、 荣耀与遗憾，
第十三届全运会今夜挥手告别。 天津

之旅的收官日， 上海男子水球队以 7
比 6 击败广东， 时隔 12 年再度登顶

全运， 也为上海代表团的全运征程画

上完美句点。 回顾过去这近两周的时

光， “精彩” 与 “改革” 成为上海代

表团常务副团长、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

黄永平提及最多的词汇。
29 金、 33 银、 24 铜， 这是申城

健儿在本届全运会竞体赛事中交出的

答卷。 然而在这样一届取消了奖牌榜

的全运会上， 更值得铭记的却是数字

背后的那些故事。
从实现全运首金突破的高尔夫、

蹦床赛场， 到棒球、 男乒、 沙排等赛

前本不被寄予厚望的领域， 上海运动

员们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而在已统

治了多个全运周期的男子跨栏、 帆船

等传统项目中， 优势仍在延续。 尤其

是 在 足 球 竞 体 赛 事 中 ， 上 海 U18、
U20 男足和成年、 青年女足均登上最

高领奖台， 史无前例地包揽四金。
在这诸多辉煌成就的背后， 既有

运动员、教练员日以继夜的辛苦付出，
亦折射出上海体育改革创新的成果。

在拼搏与坚守中展现
城市精神

取消奖牌榜是对过去异化、 扭曲

价值观的修正， 却并不意味着追逐奖

牌与荣耀的使命已在竞技体育的世界

里就此消失，乒乓男双决赛中，许昕腰

间缠着的那条厚厚的绷带就是最好的

证明。直板打法本就耗费体能，肩伤与

腰伤又相继来袭， 身兼三项的许昕却

从未轻言放弃，那枚上海男乒时隔 52
年才拿到的全运男团金牌让一切付出

都变得值得。“上海体育系统长期以来

始终着力于磨练意志品质”，在黄永平

看来，正是这份拼搏精神，让上海运动

员如此不同。 在拳击、自行车、田径等

领域，这也成了诸多国家队教练为“上
海出品”贴上的标签。

竞技体育的成功离不开长期艰苦

的训练， 正如本届全运会夺得四金四

银两铜的上海场地自行车队。“大清早

出门，日晒下骑行二三百公里，就连午

餐也是在车上解决”，这种常人难以适

应的强度， 对于秦晨路或是其他上海

选手而言， 也不过就是最普通的一个

训练日而已。在上海代表团中，这样的

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青春年少

们主宰的体操赛场 ， 32 岁的严明勇

仍在坚持； 为了上海射击的发展， 曾

四度征战奥运、 六次亮相全运的胡斌

渊又一次扛起了枪。 为了适应赛程与

气候， 他平日特意顶着正午烈日训练，
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旗手， 这位老将用

坚守将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演绎

得淋漓尽致。

足球 “四金荣耀 ”见证
改革成效

分 别 时 隔 16 年 与 20 年 ， 上 海

男、 女篮重回全运会前四之列。 赛前

不为外界看好的女排， 却一路以 “黑
马” 之姿杀进决赛， 夺得银牌。 本届

全运会， 上海三大球的复苏与崛起令

人欣喜， 改革成效正逐步显露， 而在

这条发展改革之路上走在最前面的自

然是实现 “四金荣耀” 的上海足球。
“这证明上海男、女足在青训、足

球专业培训机构， 特别是青训教练方

面的投入都得到了回报。”通过残酷的

点球大战“幸运”夺冠后，U20 男足主

帅成耀东的脸上写满了欣慰。 如此胶

着的一场胜利背后固然有着太多偶然

的因素，但偶然中却也透着某种必然，
办训模式的创新与开拓就是答案。 事

实上，为上海足球取得“四金荣耀”的

队伍， 分别走出了四种截然不同的培

养路径———成年女足遵循传统的体工

队模式， 青年女足在后备人才培养方

面则尝试着走体教结合的道路 ，U20
男足队员由职业俱乐部培养 ，U18 男

足的球员则来自专业的青训俱乐部。
全运会是折射青训水平的镜子，

而狠抓青训是上海足球长久以来始终

贯彻的方针。 传统的体制模式外， 社

会化力量办训是极为有效的补充。 目

前， 上海已有 35 家具备资质的足球青

训俱乐部， 而申花和上港两家职业俱乐

部的兴盛则进一步助推申城火热的足球

氛围。 “吸引更多人观看、 参与足球运

动。” 在黄永平看来， 无论是中国足球

或是上海足球， 未来的崛起唯有一条路

径可循， 那就是 “在青少年足球人口数

字的后面， 加一个零， 再加一个零”。

寻求合力拓宽人才培养模式

在竞技体育的办训过程中， “人才

从哪里来， 放在哪里练” 始终是绕不开

的核心话题。 有时， 一切看上去顺其自

然———有赖于基层教练的挖掘与培养，
上海帆船总能出现如徐莉佳、 张东霜这

样对帆船有着敏锐本体感觉的天赋型选

手； 而从体能、 经验到智力的全面培养

以及深厚的科研保障基础， 则成了上海

帆船能在最近六届全运会五夺 OP 级帆

船金牌， 同时实现女子激光雷迪尔级项

目五连冠的原因所在。
然而有时， 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也

有赖于外部力量的帮助 。 与地 区 、 高

校、 职业俱乐部合办， 诸多创新模式的

出现拓宽了原有思路， 而本届全运会上

两位打破全国纪录的选手恰恰都在这样

的环境中成长。 作为上海田径运动中心

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的运动员， 代表上

海夺取田径男子 400 米金牌并打破全国

纪录的 “眼镜哥” 郭钟泽， 在浸润于高

等学府书香气的同时， 亦获得了优渥的

训练条件与环境。 而由上海响应改革号

召输送至解放军队的覃海洋， 在军地共

同培养下亦已成为中国泳坛不可忽视的

新生力量， 本届全运会他一举夺得男子

200 米蛙泳冠军， 并刷新了全国纪录。
打破藩篱、 主动创新， 上海体育的

改革顺应着时代的号召。 而在这万千变

化中， 唯一不变的则是正风肃纪、 严明

铁律的底线。 本届全运会， 上海代表团

始终严抓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 未

曾出现一例违规情况， 运动成绩与精神

文明取得双丰收。
（本报天津 9 月 8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