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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签表出炉

本报讯 （记者谷苗）2019年世界斯

诺克上海大师赛将于9月9日至15日举

行，丁俊晖、奥沙利文等世界排名前16位

的选手将悉数参赛。目前，大师赛签表已

经出炉，首轮中国两位小将吕昊天、颜丙

涛的表现令人期待，而“中国一哥”丁俊

晖与尼尔·罗伯逊的强强对话如无意外

将在次轮上演。

本次比赛， 前16名以外排名最高的

四位中国选手颜丙涛、肖国栋、吕昊天、

梁文博及中国台球协会推荐的赵剑波、

吴宜泽两位新人将一起组成 “中国军

团”，在丁俊晖的带领下携手出征。 根据

签表，目前世界排名第9至16位的斯诺克

大师将在首轮全部亮相， 这对于中国选

手来说将是很大的挑战。

除对阵外卡选手的丁俊晖外， 吕昊

天和颜丙涛是最有希望突围的两名中国

选手。 1998年出生的吕昊天， 曾在2013

年以15岁零200天的年龄成为史上从资

格赛突围的最年轻排名赛正赛球手。 面

对刚刚从低潮中走出的肖恩·墨菲， 这

位被誉为 “天才” 的中国小将期望在主

场实现久违的突破。 而近来人气颇高的

颜丙涛是首位00后冠军选手。 在7月底

结束的斯诺克里加大师赛上， 他战胜英

格兰名将马克·乔伊斯首夺排名赛冠军，

若能延续良好状态， 击败巴里·霍金斯

闯关并非奢望。

首轮过后， 世界排名前八的 “超级

大师 ” 们将于第二轮正式开启表演时

间。 如果没有遭遇冷门， 丁俊晖与 “墨

尔本机器” 尼尔·罗伯逊的强强对话将

成为本轮焦点战。 同为非英伦选手， 两

人在成长过程中你追我赶比拼战绩。 今

年4月的中国公开赛上， 罗伯逊夺得职

业生涯第16个排名赛冠军， 进一步扩大

了对丁俊晖 （13个排名冠军） 的领先优

势。 而此番上海大师赛将成为丁俊晖追

回差距的一次良机。

三度在上海加冕的奥沙利文也将再

次向冠军发起冲击。 2018-2019赛季，叱

咤风云的他拿下五个冠军， 三大赛冠军

总数已超越“台球皇帝”亨得利，排名历

史第一。本次上海大师赛，“火箭”卫冕路

上最大的对手或将是风头正劲的贾德·

特鲁姆普。 这位新科世锦赛冠军凭借近

来出色战绩，已在排名上超越奥沙利文，

成为世界第一。从签表来看，奥沙利文与

特鲁姆普分列上下半区， 如均能一路顺

利晋级，两人将在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MXGP下月竞逐奉贤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继F1大奖赛、

ATP网球大师赛等多项赛事后， 如今又

一项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落户上海。9月13

日至 15日 ，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中国站将在上海奉贤海湾举

行。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席维托·伊

普里托认为，MXGP落地中国，在全球摩

托车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起源于英国的MXGP已有百余年举

办史， 是越野摩托赛车界的国际顶级赛

事，中国是首次举办此项赛事。国际摩联

理事会成员、亚洲摩联主席史蒂芬·卡拉

皮特坦言， 上海过去举办顶级体育赛事

的成功经验是国际摩联考量的重要因

素。 “上海作为中国的中心城市之一，曾

举办过包括 F1、MotoGP在内的许多赛

事， 相信本次比赛也能够取得巨大的成

功。 ”卡拉皮特表示。

作为2019年度收官之战 ，MXPG中

国站将决出全年度总冠军车队和车手，

因此全世界顶级车队都极为看重， 预计

将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车队、

70名车手参加角逐。此外，组委会将发放

13个外卡名额， 有多名中国车手凭此参

赛。这样一场比赛落户上海，对于中国越

野摩托车手也是一次巨大的激励。 中国

越野摩托车第一人许健豪就获得了持外

卡参赛的机会，为了专心准备这次比赛，

他调整了今年的训练与参赛计划，“非常

兴奋， 相信这次比赛可以帮助提升中国

越野摩托车水平， 借此培养更多中国车

手走向世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

会副主席杨光宇也认为 ，MXGP参赛者

都是各国实力最强大的车手， 与他们同

场竞技，能提高中国车手的竞技水平，加

强国内外选手的交流。

目前， 位于奉贤海湾旅游区的赛道

已经进入收尾工作， 并将进行赛事组织

演练测试。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轮驱动是

上海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大赛的成熟做

法，在承办MXGP中国站的过程中，奉贤

区也借鉴了这一成功经验。 和汇集团作

为赛事引入方，对承办赛事积极推进；政

府部门则在政策指导、部门协调、购买服

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扶持企业走好市场

这条路。

篮球“世界杯之屋”亮相申城

本报讯 随着 2019 年男篮世界杯脚

步的临近， “世界杯之屋” 陆续登陆各

个主办城市。 上周六， 上海赛区迎来了

“世界杯之屋” 的开幕， 申城球迷在这

里获得丰富的篮球文化体验。

开幕式现场， 各类篮球体验活动令

人目不暇接。 VR 互动和投篮机游戏深

受亲子家庭喜爱； 国际篮联历史角的世

界杯故事和篮球知识新鲜有趣、 寓教于

乐。 当天人气最高的活动非 “最响亮的

欢呼” 莫属， 在场观众通过录制现场加

油的欢呼声， 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助力。

上海赛区的 “世界杯之屋” 将免费开放

至 8 月 31 日 ， 市民可随时前往体验 。

据悉， 篮球世界杯奖杯也会在本月到访

各个赛区的 “世界杯之屋”， 奖杯将于

8 月 24 日来到上海。 （吴雨伦）

青运应时代而变 改革为奥运而生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昨晚落幕

山西体育中心内的圣火在燃烧了

11 天后徐徐熄灭 ， 其实已持续了逾

七个月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就此

正式落幕。 从 1 月中旬单板滑雪率先

开赛至今 ， 二青会前所未有地横跨

49 个大项 ， 完全覆盖了明年东京奥

运会的 33 个大项， 以及除雪橇、 雪

车 （受限于场地） 外的其余五个冬奥

会大项。

从 “三亿人上冰雪” 到 “跨界跨

项选材”， 过去这些年来中国体育改

革进程中的高频关键词， 都在二青会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若将视角微观聚

焦到运动员个体， 本届青运会是承载

青春梦想的舞台， 是多年后每个人心

中那段汇聚着汗水与泪水、 心酸与喜

悦的奋斗岁月； 假使把眼界放得更广

更远， 无论在不远的将来究竟会有多

少耀眼的体育明星从这片舞台走出，

无论这场综合性运动会对中国竞技体

育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 仅仅就顺应

时代主动寻求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

点， 就足以让二青会成为中国体育史

上独树旗帜的一场盛会。

以奥运为标杆，设项兼
顾过去与未来

即便放眼世界体育史， 也很难找

到规模如此之大、 包容性如此之强的

综合性运动会。 考虑到庞大体量带来

的空前压力， 除了主赛区山西省， 广

东、 安徽、 上海、 内蒙古等多个省市

自治区同样作为部分项目的承办地。

在以对标奥运为设项主要思路的大前

提下 ， 二青会承袭了向年轻市场靠

拢、 男女平等这些国际奥委会近年来

倡导的理念。 这不仅体现在攀岩、 空

手道、 冲浪等更受青年群体青睐的奥

运新增大项亮相青运会， 也细致到乒

乓混双 、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 、 射击

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等一系列即将

初次站上奥运舞台的小项。

就严格意义而言， 本届青运会对

于来年东京奥运会备战计划的影响颇

为有限， 除了体操、 跳水等选手运动

生涯巅峰较早出现的项目外， 多数项

目选手最早也要在 2024 年巴黎奥运

会时才有可能扛起中国竞技体育的大

旗。 因此， 青运会的改革绝不可能立

竿见影， 其成效要到五年或者更久后

才能显现。

以乒乓球的新增项目混双为例，

站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角度， 从现有

成名球员中组成搭档是最高效的做

法， 但将眼光放到五年后的巴黎， 情

况则完全不同， 青运会的意义正在于

此。 “混双已成为国家队备战计划中

的关键一环。” 在观战二青会混双项

目时， 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王励勤

提到， 增项意味着整个乒乓球界会在

运动员选拔、 竞赛规则上进行不同程

度的引导与调整， 为运动员提供更多

出路的同时， 也更符合中国乒乓的整

体利益———青运会设立乒乓混双项

目， 一方面有助于挖掘适合这一小项

的运动员， 另一方面也能引导部分选

手， 在技术尚未定型、 最适宜转型的

青年时代尝试混双这一崭新领域。 值

得一提的是， 在丰富人才储备类型这

方面， 作为世界霸主的中国乒乓走在

了所有项目之前———除了挖掘混双选

手， 二青会赛场的另一大改变在于强

制要求每队在团体项目中至少安排一

位直拍 、 颗粒进攻或者削球选手上

场。 主动改变规则以寻求完善体系，

适应乒乓规则可能出现的变化， 这样

的魄力与胆识也就是为何国乒能有如

今成就的原因之一。

就像竞技体育并非中国体育的一

切， 备战奥运也并非二青会的全部意

义。 中国式摔跤、 龙舟等传统民族项

目的登场， 进一步升华了这场盛会的

立意与高度———中国体育从未将传统

与历史遗忘， 即便这些项目的选手多

数时候都处在乏人问津的角落， 却凭

借着满腔热爱而将青春奉献于此。

拓宽选材渠道，延续跨
界跨项思路

如果说增项更多是顺应奥运潮

流， 那么以下这一系列改变体现的则

是二青会主动求变的决心， 以及对选

材思路的摸索与尝试。

从过去仅按年龄设置组别， 到如

今拆分为社会俱乐部组与体校组两大

组别， 本届青运会吸引了更多社会力

量的参与。 但在不同领域， 设立社会

俱乐部组的作用截然不同。 在田径、

拳击、 羽毛球等项目， 社会俱乐部组

的意义还停留在为草根选手提供珍贵

的全国性赛事舞台； 而在乒乓球等领

域， 以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 詹健乒

乓球俱乐部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力

量， 已与体校组并行， 成为各地一线

队伍输送人才的稳定渠道； 更特别的

现象来自滑板、 霹雳舞这两大新兴项

目， 社会力量更是成为行业主导———

已跻身东京奥运会正式项目的滑板大

项， 以及隶属于体育舞蹈大项、 极可

能在 2024 年完成奥运首秀的霹雳舞，

在二青会上均只设置社会俱乐部组，

这批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代表着国内

顶尖水平， 其发展将直接决定中国体

育在相关领域的高度。

除了打通由社会组织向体校输送

人才的通道， 传统体育系统内部的人

才流通， 也就是过去几年常常被提起

的 “跨界跨项选材”， 也是如今国内

部分项目一线队伍引进人才的新渠

道： 攀岩的体校组赛场， 除了部分从

社会俱乐部脱颖而出转向专业体系的

佼佼者， 多数选手最初练习的都是体

操、 田径等项目； 在只设有体校组的小

轮车 （BMX） 泥地越野竞速项目中 ，

选手们曾经的主业囊括了三大球 、 田

径、 举重等众多领域。 而二青会另一个

无法回避的关键词 “全能”， 则是 “跨

界跨项选材” 这一思路的延续。 冰壶与

陆地冰壶全能、 滑轮与越野滑雪全能、

轮滑与速度滑冰全能， 将类别不同但对

运动员身体素质要求接近的项目两两配

对， 构成了这一系列全新的全能项目。

二青会组委会秘书长助理兼首席专家刘

清早认为 ， 这一改变的最重要原因在

于， 青少年群体在心理与生理上均未成

熟， 设立全能项目有助他们探索更多的

可能性，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项目。

按照这一设想， 与篮球项目最为契

合的运动或许应该是拳击。 尽管看似天

差地别， 但两者从脚步、 心肺到对臂展

的要求都极为一致， 在美国等两项运动

均很发达的地区， 篮球与拳击之间人才

流通颇为频繁。 然而， 与足球、 排球一

样， 二青会将田径与篮球配对构成全能

项目。 三大球的全能项目规则类似， 在

传统三大球项目中名次靠前的队伍， 参

加长跑、 短跑、 立定跳远等一系列田径

项目测试 。 在对技术 、 球感 、 协调性

要求并不低于跑跳素质的三大球赛场，

这一安排多少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 也

引发了一些质疑声 。 不过 ， 考虑到这

一做法只是在优秀球类选手中挑选田

径水平突出的运动员 ， 而非反其道行

之， 将田径标准逆向植入球类项目的考

核， 至少这一尝试不会影响三大球的发

展或价值观导向， 成效未来或许会逐步

显现。

（本报太原 8 月 18 日专电）

二青会让上海体育坚定发展方向
优势项目涌现大批新人 人才培养多元化见成效

带着 73 金 72 银 75 铜的成绩 ，

上海代表团结束了本届青运会之旅。

在二青会金牌总数几乎六倍于上届的

情况下， 奖牌数已无与过往纵向对比

的意义， 但细化到各项目的发展， 却

足见上海体育过去这几年在后备人才

培养层面的付出与收获。

传统培养模式依然是上海体育的

根基， 以自行车、 游泳为代表的优势

项目大批新人涌现。 经历了过去这些

年的蛰伏 ， 上海游泳尤其是蛙泳项

目， 在本届赛事展现出了强势复苏的

迹象———16 岁的体校乙组选手郑英

昊一举揽获四枚金牌， 其中包含男子

50 米、 100 米、 200 米三枚短距离蛙

泳金牌； 凭借着在女子 50 米蛙泳角

逐中游出的 30 秒 93， 唐钱婷成为二

青会游泳体校乙组中唯一达到世锦赛

A 标的选手， 这一成绩在一个月前的

光州世游赛也足以位列第七。 与此同

时， 上海在自行车与现代五项均斩获

6 金， 继续着在这两大优势项目中的

统治力。

如果说这些项目的强势表现， 展

现了上海体育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上

的深厚积淀， 那么马术、 乒乓球、 高

尔夫、 街舞等赛场的丰收， 则与申城

过去这些年坚持政府体制与市场机制

相结合的做法有着紧密联系。 今年上

半年， 上海制订出台的马术社会化联

办管理办法中， 青运会亦被纳入考核

范围 ， 16 个小项 7 次夺魁 ， 则是上

海马术此番交出的成绩。 从骑手的培

养， 到为私人马匹提供寄养并参与竞

技赛事， 在马术这项高度社会化的运

动中， 社会力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

用， 这一合作并不局限于政府与社会

化俱乐部的定点合作， 有条件的市民

个人同样也能参与其中。 上海开放的城

市特性 ， 为这些更依赖于市场化培养

模式的新兴项目提供了成长沃土 。 从

自引入中国之初就始终坚持市场化路

线的体育舞蹈 ， 到即将亮相东京奥运

会的滑板 ， 从上海多支社会化俱乐部

脱颖而出的选手们已然成为国内相关

项目的中流砥柱 ， 如今站上二青会领

奖台的他们 ， 未来也有望代表中国登

上世界舞台。

在上海代表团斩获的全部 73 枚金

牌中， 66 枚来自夏季项目 、 两枚来自

全能项目， 相比之下， 冬季项目五次夺

冠的成绩或许并不耀眼， 但对于这座难

见积雪的南方城市已是历史性突破———

这是上海首度在全国性综合运动会的冬

季项目中夺冠， 在这背后则是申城对于

体教结合的探索与收获。 在上海市体育

局冬季备战办的牵头下， 上海市冰雪运

动协会、 冰壶协会从各全日制高校的学

生中选拔人才， 克服训练时间短、 缺乏

大赛经验等一系列困难， 终在冰壶等多

个项目中实现突破， 而选手们在场边集

体做暑期作业的场景， 更成了青运会赛

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二青会的累累硕果让上海体育更

坚定了人才培养多元化的思路 ， 在上

海市体育局党组书记 、 局长 ， 上海代

表团常务副团长徐彬看来 ， 二青会落

幕并不意味着相关工作已告一段落 ，

“结束青运会的征程后， 上海代表团将

根据项目的不同 ， 针对其他省市涌现

出的新对手以及自己队内挖掘出的新

后备人才 ， 进一步优化青少年体育人

才培养机制， 持续推进上海竞技体育的

改革。 对于本次赛事表现突出的重点运

动员， 将会为其制订个人专属的发展规

划， 结合后备人才库， 制订下一届青运

会的方案。”

（本报太原 8 月 18 日专电）

但行千里 莫问前程
两天前的二青会女足 17 至 18

岁组体校组决赛， 在以一球劣势惜败
于老对手江苏队后， 上海队球员杨倩
在队友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向领奖
台， 右眼角边大片紫红色淤青让她有
些睁不开眼， 却丝毫遮掩不了眼神中
的落寞， 缝了 13 针的眉骨让这一切
显出几分壮烈———那是在四分之一决
赛时浴血奋战的纪念， 而杨倩对此却
轻描淡写。

她本可不必如此。 在踏上青运会
赛场前， 杨倩已随上海女足征战女超
联赛， 过去这些年她曾作为国字号球
员在亚青赛与世青赛留下足迹， 两年
前的天津全运会， 又以主力身份助上
海 U18 女足夺冠 ， 而那时在半决赛
击败的对手正是江苏女足。 18 岁的
杨倩不会再有下一届青运会了， 但她
的青春已足够完美， 毕竟以功利的眼
光来看， 青运会的含金量远远无法比
拟世青赛、 亚青赛、 全运会， 所谓的
成败也不 过 转 眼 就 被 外 界 忘 怀 。

1868， 这是二青会的金牌总数 ， 即
便如愿折桂， 也不过是一千八百六十
八分之一。 倘若不翻阅资料， 还有多
少人能记得上一届青运会的冠军呢？

相比之下， 外界更关心的， 是这群如
今为梦想奋斗的青年选手们未来去向
如何， 有谁能改写中国竞技体育的历
史， 又有哪些项目将从二青会这一系
列改革中受益。 然而， 这并非青运会
的全部意义。

与二青会上所有参赛团队一样，

这支上海女足终究是要解散的。“有人
会去大学深造 ， 有人会去一线队闯
荡。 ”尽管按照主教练潘伟敏的说法，

球队此后的行程还在商讨， 但谁都知
道，离别的日子不会太遥远。进入一线
俱乐部踢球， 是几乎所有青运会绿茵
女孩的梦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早在
两个月前就收到上海队入队通知的徐
帆已然“上岸”，而她却是这场失意的

决赛后眼眶最红的那一位。“对当下的我
来说，二青会就是最重要的任务，其次才
是在一线队的发展。我们准备了很久，付
出了很多。 ”许多年后，青运会或许不过
是自己运动生涯履历上匆匆带过的一
笔，但在徐帆看来，这段与队友们共同奋
斗的岁月， 注定此生难忘，“这是青春的
纪念，也是前行的动力。 ”

徐帆已经足够幸运， 在这个残酷的
竞技体育世界， 即便如今站上青运会舞
台的都是同年龄段的佼佼者， 但他们之
中注定有很多人无法在成年后继续以一
线运动员的身份延续梦想。 但至少在青
运会的舞台， 他们暂时不必为未知的前
路担忧， 要做的 “不过” 是拼尽一切努
力， 然后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细化到每个不同的个体， 青运会的
意义也不尽相同， 即便选手们有着相近
的年龄， 从事着相似的事业。 泳池轻松
夺得三金的王简嘉禾将这场盛会视作大

赛经验的累积 ， 与奥运前的又一次试
炼； 从奥运跳水折桂到如今深陷事业低
谷的任茜， 渴望着从当初梦开始的地方
再度出发； 而以女子举重 87 公斤以上
级抓举世界纪录保持者之姿亮相太原的
李雯雯， 则将二青会视作展现自我的舞
台， 为的是证明自己配得上一个珍贵的
奥运席位。

运动员一生至多也只能有两届青运
会的经历， 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青运
之旅后， 就将踏上体育人生最重要的十
字路口 。 或是信念坚定 ， 或是迷惘惆
怅， 或是志得意满， 又或是求而不得。

漫长的人生路上满是未知的旅程， 他们
总会在某个时刻 ， 想起当初的那段奋
斗， 想起自己的初心。

青运会的意义不止于着眼奥运， 它
的存在让每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个体，

有了平凡而又不平庸的回忆。

（本报太原 8 月 18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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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运会是承载青春梦想的舞台， 是见证中国体育改革的盛会。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