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谢笑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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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道速滑队喜忧参半

世界杯上海站落幕，武大靖包揽
男子 500 米与 1000 米冠军

当武大靖拿下男子 500 米冠军的那

一刻， 他振臂高呼， 与场边的主教练李

琰拥抱在一起。 在昨天落幕的短道速滑

世界杯上海站比赛中， 中国队终于打破

了本赛季单项无冠的局面。 武大靖包揽

男子 500 米与 1000 米比赛冠军， 成为

本站比赛中国短道速滑队最大的亮点。
上海站不仅是世界杯的重要一站，

更是争夺明年平昌冬奥会参赛资格的关

键一站。根据规则，本赛季的世界杯比赛

分为四站， 参赛选手可选择其中成绩最

好的三站进行排名，排名前 36 位者获得

平昌冬奥会资格。 对于前两站表现欠佳

的中国队而言， 主场作战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武大靖连夺 1000 米与 500 米冠军

无疑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注入了信心。 在

500 米 决 赛 中 ， 武 大 靖 更 是 滑 出 了

40.010 秒 的 成 绩 ， 距 离 世 界 纪 录 只 差

0.073 秒。 “他在 500 米比赛中几乎打

破纪录， 令人惊喜。” 李琰表示， 无论

从金牌数量还是统治力上来看， 武大靖

已成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担当与榜样。
武大靖的双冠给中国队以惊喜， 但

女子传统优势项目的乏力却给李琰增添

了不少烦恼。 在 2010 年和 2014 年冬奥

会上， 周洋蝉联女子 1500 米冠军， 之

后由于伤病处于半退役状态。 为了平昌

冬奥会， 周洋再次复出， 开启了艰难的

备战。 本站比赛， 周洋发挥欠佳， 排名

仅列第 11 位， 能否获得冬奥会入场券，
要由最后一站首尔站的成绩而定。 对于

志在冲击冬奥会参赛资格的周洋来说，
首尔站已不容有失。 “中国队能够获得

满额当然更好。 如果有三位中国队员参

赛， 对我们的战术实施更为有利。” 周

洋说。
在 女 子 500 米 与 1000 米 比 赛 中 ，

范可新都因抢跑被罚出场。 面对本赛季

裁判在抢跑判罚上的严格尺度， 范可新

表示， “幸好不是奥运会。 回去还得练

习起跑， 让自己更稳定 。” 在女子 500
米较量中 ， 臧一泽与荷兰选手 发 生 碰

撞 ， 被诊断为骨折 ， 将缺席比 赛 两 个

月。 这意味着臧一泽赛季报销， 能否出

战平昌冬奥会成为未知数。

花式极限摩托
世锦赛炫酷亮相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 2017 年

FIM 花式极限摩托世界锦标赛上周末

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场重燃战火， 为

现场 5000 余名机车迷奉上连续两天

的花式摩托感官盛宴。
FIM 花 式 极 限 摩 托 世 界 锦 标 赛

2001 年在德国诞生 ， 已成长为国际

顶级的摩托赛事， 在全球 20 多个国

家举办了超过千场大型赛事。
本次赛事有来自 12 个国家的 14

名顶尖职业车手参赛， 年龄最小的选

手只有 19 岁， 他就是世界排名第 12
位的奥地利红牛车手吕克·阿克曼。

吕克·阿克曼被誉为世界上最有

天赋的极 限 摩 托 车 手 ， 他 的 哥 哥 汉

斯·阿克曼也是一名顶尖 摩 托 车 手 。
在哥哥的鼓励下， 年纪轻轻的吕克从

3 岁半开始玩极限摩托车， 8 岁时便

创造了一项极限摩托车世界纪录———
世界上成功做出摩托车后空翻的最小

车手。 在 10 日晚的比赛中， 他夺得

了跳高赛冠军。

轮椅上的奔跑如同生命的回归
凌晨 3 点，距离上马起跑尚有四个

小时，林文超已赶在多数参赛者之前醒

来。床边的那台轮椅曾在赛前一夜被他

反复检查， 熟练地穿戴好 T 恤与手套

后，林文超早早地解决了一顿清淡的早

餐，为的是能在出发前完成排便。 不曾

像林文超这般生活的人或许根本无法

意识到，对于轮椅跑者而言，诸如在比

赛沿途如厕这样的小事会是多大的考

验。 健全者们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从鸣

枪到人群渐渐散开这短短 14 分钟内，
周遭满是陌生面孔的林文超经历了怎

样的等待，“坐在轮椅的高度，我能看见

的只有无数双原地摆动的双腿。 ”
那一刻，除却本能的警惕，林文超

并未因视野的局限而陷入压抑的负面

情绪，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自

五年前接触跑步以来，自小因小儿麻痹

而行走不便的他在轮椅上跑过了大大

小小四十余场比赛。在上海国际马拉松

赛首度为轮椅跑者敞开大门的今天，林
文超更希望像普通跑者一样站在赛道

上。 “除了爱跑步，我也是乐队主唱，也
玩行为艺术，这些都是我融入社会的方

式。”较之音乐或舞蹈，有些情感却唯有

奔跑方能寄托，林文超称之为“回归”，
“人有奔跑的本能， 马拉松让我真正回

归天性， 让我感到自己与他人无异，能
被社会接纳。 ”

如果不曾结缘跑步，林文超或许永

远无法以如今这种方式去感受黄浦江

畔那令其沉醉的万国建筑群，也无从体

验在观众环绕的上海体育场内冲线给

予内心的那种震撼。 对于这个社会而

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林文超所

展示的是这个渴望认同的群体最坚毅

而又乐观的态度。

奔跑带他融入社会

时至如今，林文超的家人仍难以理

解他对跑步的疯狂，其实就连当事者本

人也说不太清，对这项运动最初萌发的

情愫究竟缘何而来。 过去五年，林文超

经历过最艰难的旅程发生在甘肃张掖

的戈壁滩，在那片碎石路、沟壑、草地混

杂的赛道旁， 甚至时而能瞥见零星坟

头，本就不是设计给用轮椅与双手征服

的。 那一次，林文超崭新的改装轮椅被

拆解得支离破碎， 就连刹车都被掰断，
光是某段沟渠旁短短数米的狭窄下坡

就让他挣扎了逾二十分钟。 然而，经历

了第二个 CP 点（检查点）后，面对裁判

强制要求其退赛的要求，林文超和队友

们毅然提出了抗议。
彼时的林文超并不知前路究竟有

多艰险，却没有考虑过退却，就像在他

面对生命中未知的未来时那样。巧合的

是，他所经历的多数挫折往往都能有神

奇的转折，连这一次的上马之旅也概莫

能外。错过了轮椅跑者报名的林文超持

有的其实是兴业银行的公益名额，但事

实上，作为上马 “荣耀赞助商” 和唯一

指定银行， 兴业银行最初并不知晓林

文超的经历。 今年上马， 该银行借助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平台， 引入一

场通过慈善捐献获取珍贵上马名额的

爱心公益活动， 受益群体是需要康复

治疗的自闭症儿童。 从计划外走到计

划内，林文超令人动容的并不只有励志

的故事本身，与其相处得越久，就越能

消除外界那些关于残障人群更易自怨

自艾的偏见。
与健全孩子成长于同一片课堂，他

的童年无法逃脱那些俗套却又灰暗的

片段，“小时候走路拄拐，就会有同学故

意模仿我走路的方式。 ”从当初的愤怒

到如今能坦然认为“多数所谓歧视其实

只是对方无意识的冒犯”， 在成长的过

程中，似乎难以为林文超的转变找到某

个事件作为拐点，跑步的助力却不容忽

略。 无论城市路跑抑或山地越野，总难

以避免地存在或多或少的上下坡，考验

着林文超的轮椅和他每次赛后总会磨

出水泡的双手。 “但身边只要有别的跑

者，就一定会伸出援手。”这是林文超结

识圈外人的方式，他也因此更加走进了

健全人群的世界，“和很多敏感的残障

人士不一样，我的脑海里没有所谓的敏

感词，我和最好的朋友结识就是因为他

从不把我当作异类对待。 ”在林文超看

来，这就是残障人群融入社会的一种方

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与那些和自

己有着类似遭遇的伙伴聚会时，对社会

福利或是旁人眼光无休止的抱怨似乎

才是不变的主题。

一个“自私”又宏伟的愿望

融入社会是双向的过程，当林文超

们勇敢地跑进他们的“未知领地”，也自

然渴望着主流社会张开臂膀迎接他们

的到来。 只不过，寻求认同的过程难免

崎岖，两年前的北京马拉松，已在数十

场跑步赛事留下印迹的林文超以轮椅

跑者身份报名， 却遭到了组委会的拒

绝，官方给出的理由则是“环境、条件、
设施配制等条件的不允许”。这一次，故
事的逆转更大程度上有赖于某位热心

跑友在社交网络上一番引来无数声援

的鸣不平言论，但倘若林文超未能以昂

扬的姿态越过终点，北马首度开启的残

障人士特殊名额（虽然至今依然仅有寥

寥数个）或许也将会戛然而止。

在美国几乎所有主流或非主流路

跑赛事中，竞速轮椅跑者的身影从不缺

席， 但在路跑文化尚在积累沉淀的国

内，就连普通轮椅跑者都依然是引人侧

目的稀罕景象。林文超至今还能清晰回

忆起五年前第一次挑战跑步赛事时的

场景，“抵达终点后， 一群记者围着我，
我知道这并不是我有多了不起，而是我

和别人不一样。”陌生的环境，旁人异样

的关注，过去的林文超无法摆脱聚光灯

下的压力，如今已学会泰然处之。“别人

自然会对我们有所好奇，残障人士也得

学会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形象，告诉别人

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
相较于此前涉足的一些其他城市，

上海令林文超感到更自在。除了因为这

里的赛道相对平坦，更因为在这座城市

的多数路段都会为残障人士留下一条

无障碍的通道。 借助这些通道，林文超

能无需借助旁人的力量自在奔走，用他

自己的话说就是，“给了自己的生活选

择的权利。”在生活的城市深圳，林文超

创建了一支名为“锵锵骑士”的跑团，跑
团成员均靠轮椅奔跑，但他们很少一同

参赛，这是因为林文超创立跑团时的初

衷———他更希望“锵锵骑士”是一个能

令残障人士彼此鼓励着走向社会的团

体，而非只活在狭小圈子里自怨自艾的

负能量大会。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私’

的愿望， 只有更多残障人士融入社会，
城市的无障碍设施才能真正完善。 ”只
不过，在这场变革中受益的或许并不仅

仅是林文超们，如其所言，“其实每个人

都有年迈行动不便的那一天 ， 多数人

也将会面临推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出行

时的困难。 这一切和这社会里的每一

个人都息息相关。 ”

■本报记者 谢笑添

花样跳绳精英赛收官

本报讯 2017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 “华新杯 ” 上海跳绳精英赛 日 前 举

行， 16 位实力派跳绳选手和 15 支花样

跳绳队伍齐聚青浦区华新镇， 共同展示

这一传统项目的新特色。

本次赛事的参赛选手和队伍均由城

市业余联赛上海市花样跳绳锦标赛脱颖

而出 。 比赛分大师赛和集体自 编 两 部

分。 其中， 大师赛包括 30 秒单摇跳、 3
分钟单摇跳和个人花样表演赛， 比拼的

是参赛者个人的跳绳实力 ， 竞 技 性 十

足。 集体自编则包括大型和小型花样跳

绳表演赛， 颇具观赏性。 （谷苗）

广场舞大赛总决赛落幕

本报讯 2017 年 “太平洋保险杯”
上海市广场舞大赛总决赛上周在虹口体

育馆落幕 。 来自 16 个区的冠军 队 伍 ，
以及从电视挑战赛突围的六支队伍， 为

各奖项展开终极较量。

比赛由上海市体育总会主办， 各区

体育总会承办， 东方有线、 上海文广互

动电视、 上海权明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协

办， 在 16 个区共计举办初复赛 90 场，
报名队伍 1444 支， 参与人数 25769 人。
赛事延续了广场舞高热度、 低门槛的特

性 ， 旨在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广 场 舞 运

动， 弘扬全民健身正能量。 （魏鹏）

“体彩杯”智慧老人桥牌赛开叫
本报讯 为积极营造上海智慧城市

氛围， 让备受申城市民喜爱的桥牌运动

惠及更多老年人 ， 2017 年首届 “体彩

杯” 上海市智慧老人桥牌大赛上周在新

近落成的上海棋牌院举行。
本次比赛由上海市老年人基金会、

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上海市桥牌协

会、 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上海市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联合主办。 赛事历时

五 天 ， 设 分 组 预 赛 和 决 赛 两 个 阶 段 ，
男、 女组参赛选手年龄段分别为 60 至

75 岁和 55 至 75 岁。
比赛采用米切尔双人赛制， 由计算

机预制牌， 统一计分、 计算成绩及录取

名次。 决赛选手均可被授予上海市老年

桥牌大师分， 决赛进入前八名的选手可

分别获得获奖证书、 奖金， 并获得中国

桥牌协会规定的大师分。 （文彬）

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启幕
本报讯 2017 年上海市大学生足

球联盟联赛上周在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开

幕。 来自全市的 64 支高校队伍参与男

子超级组、 男子校园组、 女子甲 A 组、
女子甲 B 组、 高职组五个组别的较量，
参赛人数创历史之最。 联赛由上海市教

委、 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报业集团联合

主办。
经过几年的发展， 上海市大学生足

球联盟的影响力在沪上各高校校园日益

提升。 继去年上海海关学院首次承办开

幕式赛区后， 今年联赛又新增六个承办

赛区学校。 各高校也不再局限于参与单

一组别的比赛， 一些学校甚至同时派出

三、 四支队伍参加多个组别的角逐。
在全国大力发展女足的良好氛围助

推下 ， 越来越多沪上高校组建 女 足 队

伍 。 今年的联赛对女子甲 B 组进行赛

制优化， 淘汰赛采用交叉淘汰赛赛制，
增强比赛客观性和欣赏性。 （肖超仁）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体育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 2017 年第三届体育产业

上海高峰论坛近日在上海体育 学 院 举

行，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及上海体育主管

部门 、 优秀体育产业企业 、 资 本 金 融

圈、 学术界近 300 人齐聚峰会。
目前， 上海正朝着建设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的目标全力奋进， 上海体育产业

发展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第一届的

“拥抱体育产业春天”， 到第二届的 “拥
抱体育产业资本”， 再到今年的 “拥抱

健康”、 聚焦上海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之

路， 体育产业上海高峰论坛希望能在一

定程度上引导未来体育产业的发展。
作为本届论坛的主办单位， 杨浦区

人民政府一直致力于体育产业发展。 近

年来， 杨浦区体育产业异军突起， 区域

产业年均增速达到 68%。 （陈海翔）

NCAA 常规赛申城上演

本报讯 连 续 第 三 年 登 陆 上 海 的

PAC-12 联盟中国赛上周末在上海宝山

体育中心激情开打。 在这场美国大学篮

球联盟 （NCAA） 常规赛中， 曾十一度

斩获 NCAA 冠军的传统 篮 球 名 校 加 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以 63 比 60 险胜佐治亚

理工学院， 而这也是 PAC-12 联盟中国

赛历史上首次由两支上赛季晋级季后赛

的球队参与对决。
在今年的赛事结束后， 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 PAC-12 联盟及阿里巴巴集

团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 2018 年

PAC-12 联盟中国赛的参赛队分别为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
（谢笑添）

上海男篮赢得 “外援对决”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CBA 常规

赛第七轮昨夜打响， 面对来势汹汹的卫

冕冠军新疆队 ， 上 海 男 篮 主 场 110 比

104 险胜对手， 收获四连胜。 与胜利同

样令人欣喜的是， 过去六场始终困扰上

海队的篮板球顽疾得以缓解， 昨夜总篮

板数仅仅以 42 比 44 稍处下风。 对此，
球队主教练刘鹏认为， 改变源于球队对

于防守篮板的强调， “从数据和场面上

看， 我们正在解决一些问题。”
尽管过去两场连续砍下 “50+” 高

分的弗雷戴特本场手感冰冷， 三分命中

率不到三成， 但上海男篮在进攻端对于

两位外援过度依赖的问题却依然存在。
昨夜， 队中另一位外援明纳拉斯三分线

外 12 次出手命中九球，得到全队最高的

42 分。 而弗神虽然效率不高，仍依靠着

节奏多变的突破得到 35 分。两位外援的

总得分占比近七成， 加上新疆队两位外

援同样表现不俗，合计砍下 61 分，让这

场比赛成了名副其实的“外援对决”。
对于球队的进攻， 新疆队主教练李

秋平显得并不满意， 在他看来， 在进攻

端过多的单打是球队败北的主因， “我
们分享球权做得不够， 前六轮球队的助

攻非常多， 但这一场却没有把团队篮球

的风格发挥出来。” 事实上， 在球队助

攻数据上以 12 比 16 落 后 的 是 上 海 男

篮， 但刘鹏却并不认同球队过于依赖外

援的说法， 在他看来， 正是球队在开局

阶段打出的团队篮球让比赛变得简单，
“我们依靠团结和拼劲取得胜利， 和赛

季刚开始相比， 我们解决得不错。”
此役结束后， 上海男篮将迎来连续

客场之旅 ， 先后挑战北京 、 福 建 与 八

一。 除目前 4 胜 3 负的北京之外， 另两

支球队本赛季均表现挣扎， 其中八一队

更是以七战皆墨的战绩排名垫底。

“全马时代”上马引领城市狂欢
取消半程马拉松项目，向专业竞技

型赛事迈进的上马完成了步入“全马时

代”后的首秀。 昨晨 7 时，2017 年上海

国际马拉松赛在外滩金牛广场鸣枪起

跑。在这为跑步运动量身打造的初冬时

节， 来自 8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 万名

路跑爱好者与赛道沿途的热情观众一

同加入城市狂欢。据组委会芯片计时系

统数据，今年参加全马项目的 2.8 万名

跑友完赛率达 94%。 南非选手莫库卡

以 2 小时 8 分 35 秒的成绩率先冲线，
五年来四度问鼎男子组冠军；埃塞俄比

亚选手罗兹以 2 小时 22 分 43 秒的成

绩卫冕女子组冠军。
“全马时代”不仅意味着对参赛选

手门槛的提升，也是对组委会组织能力

的一次考验。今年，共有 3800 名志愿者

和 380 位裁判为跑者服务。 为提前分

流、让跑者有更流畅的赛事体验，起点

将封闭路段外扩一个路口，提供更充分

的拉伸、如厕空间。 配合全马参赛人数

增长，组委会相应增加了饮水、补给站

点及厕所的配比，仅起点就配备了 443
个移动厕所。除继续为完赛选手提供大

毛巾外，组委会还在终点处特设泡脚帐

篷与按摩服务，供全马跑者放松。
为保障选手安全，组委会在赛道设

立 22 个医疗救助点的同时， 又在金牛

广场、上海展览中心、复兴公园、上海体

育场分别设立起终点医疗站，配合沿途

20 辆普通救护车及两辆特种救护车 ，
共计近 1000 名医护人员及急救志愿者

参与赛事保障。
优秀的路跑赛事离不开浓郁的氛

围，南京路步行街赛道边，喧天的锣鼓

带动起周遭市民的呐喊，赛道沿途还有

逾 20 支管弦乐队分布两旁， 乐队成员

既有来自上海各大中小学的学子，亦有

面向全社会招募的爱好者。 一年一度的上马已成为申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视觉中国

吕克·阿克曼在本次比赛中上演高难度的飞跃动作。 徐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