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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东烨

回顾2022年的中国田径，可以用

“未来可期”来形容。2022年中国田径

仅参加了世锦赛一项国际大赛，但依

然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回忆。

2022年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上，巩

立姣、刘虹、切阳什姐等老将坚守的精

神令人鼓舞，王嘉男、冯彬和朱亚明在

各自项目上的突破，成为本届比赛中

国队的亮点。

王嘉男凭借最后一跳8.36米的

成绩在男子跳远项目中逆转夺冠，他

战胜的对手中包括东京奥运会冠军、

希腊名将滕托格鲁，王嘉男也成为首

位获得男子跳远世锦赛冠军的中国

选手。

女子投掷向来是中国队传统优势

项目，但与铅球、链球、标枪相比，中国

女子铁饼已多年无缘世界大赛领奖

台。本届世锦赛女子铁饼决赛中，冯

彬第一次投掷投出69.12米，创造了个

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夺冠，这一成绩

也超过了美国选手奥尔曼东京奥运会

时的夺冠成绩68.98米。

男子三级跳远同样获得突破。东

京奥运会该项目亚军、中国选手朱亚

明本届世锦赛收获一枚铜牌，这是中

国选手首次在世锦赛男子三级跳远项

目上获得奖牌。朱亚明坦言决赛时风

速影响了助跑的准确性，否则名次有

望更进一步。不过能够将成绩稳定在

世界大赛前三名，已经彰显出他强大

的实力。

此外，新老交替也让我们看到未

来的希望。2000年出生的陈冠锋本届

世锦赛跑了男子4×100米接力的第四

棒，1997年出生的葛曼棋和梁小静也

已逐渐扛起中国女子短跑的大旗，

2001年出生的李贺也已经入选女子

4×100米接力阵容。虽然中国接力队

没能成功晋级，但全新阵容磨合、小将

大赛能力提升，为下一步奠定基础。

在2021年连续经历了东京奥运会

和陕西全运会的高水平释放之后，中

国田径运动员仍然在2022田径世锦赛

取得了2金1银3铜的不俗战绩，6枚奖

牌收官，位居奖牌榜第五位。与上届

多哈田径世锦赛3金3银3铜战绩相比，

此番中国队金牌数和奖牌数有所下

降，这与客观条件密不可分。受疫情

影响，今年中国田径队大部分主力备

战重点原本是杭州亚运会，由于赛事

推迟，很多选手备战节奏被打乱，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世锦赛发挥。

但中国田径在2022年也暴露出了

一些差距，如传统优势项目竞走呈现

滑坡态势，形势不容乐观。女子投掷项

目人才厚度不足，仍是老将担当，新人

匮乏，优势不稳固，缺乏稳定夺金点。

总体上争金夺银的项目仍然是面窄，

点少，数量不足。当今世界田坛一超

多强的格局更加明显，俄勒冈世锦赛

上，有29个国家获得金牌、45个国家获

得奖牌，夺金难度加大。巴黎奥运达标

门槛大幅度提高，要完成32个项目达

标参赛的难度加大。

为了争取让更多的项目参赛，保

证让足够多的人数参与竞争，把优势

项目做大做强，能够在保证拿到奖牌

的基础上，进一步争取金牌。中国田协

在巴黎奥运周期内将继续执行“走出

去、请进来”的战略，让运动员更多地

到田径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训练和比

赛，同时让更多的外国高水平教练进

入中国队执教。

本报记者 黄心豪

阳光照射在广州市南沙国际

网球中心，网球场上的女孩挥汗如

雨，努力训练着……她，就是中国

女网选手、广东网球运动员、现世

界排名第74位的袁悦。

过去的一年多，对于袁悦来

说，可谓是难忘的经历。2021年

10月2日出国，2022年11月17日

回国，24岁的袁悦在海外征战了

410天。在这段被她称为“奇妙的

冒险之旅”中，袁悦辗转欧洲、北

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二十几个

国家，参加了大大小小35站比

赛。

离家时，袁悦的世界排名还

在第322位，再回家时年终世界排

名定格在了第74位。这一年，袁悦

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前100位，首次

参加大满贯正赛，并在美网打进

32强。

回国与家人朋友短暂相聚后，

袁悦将在中国女网教练杨楠等人

的指导下，在广州市南沙国际网球

中心展开一周的集训备战，开启

2023年新征程。

在广东，袁悦不仅感受到广东

网球队以及教练、基地等带来的温

暖，也品尝到粤菜等美食，回顾之

前的海外比赛训练旅程，她感觉在

这里很舒服。“这边气候好，条件很

不错，很有‘家’的温暖。”

在袁悦心里，珍惜当下，努力

训练，为国争光，让自己的职业生

涯更上一层楼，就是她最真实的想

法。因此，备战训练的辛苦，对她而

言不在话下。袁悦说，只要努力，总

会有突破。

袁悦的努力和突破，有目共

睹。前段时间袁悦签约广东网球

队，除了每年的个人比赛计划和征

程之外，她想在明年的杭州亚运

会、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以及2025

年粤港澳全运会上有所作为、力争

佳绩。杨楠说，袁悦这次回来，能有

这么好的基地展开训练和备战，非

常开心。

祖籍江苏扬州的袁悦能歌善

舞，更擅长画画与诗词。

袁悦经常写日记、写感受。

她的偶像是费德勒。9月15日，费

德勒宣布退役当天，袁悦写了一

篇 《致我的偶像———罗杰·费德

勒》的小作文，800多字句句发自

肺腑。“我很幸运，出生在这个时

代，学习了网球，成为了费德勒

的粉丝。感谢他为网球付出的一

切，感谢他不放弃的精神影响着

每一个人，感谢他就站在那里，

我就想努力的向他奔赴……”袁

悦说，她的梦想就是在某个大赛

中夺冠，她最希望的颁奖嘉宾就

是费德勒。

此外，李娜也给袁悦带来了

前进动力。“我要向娜姐学习，提

升各种能力、自信和冲劲，尤其是

她身上那股霸气。”

12月26日，袁悦就将开启新赛

季征程，从广东远赴澳大利亚展开

澳网之旅。今年的澳网，她可以直

接参加正赛，袁悦表示会认真备

战，力争有好的表现。

（广州12月25日电）

本报讯 世界泳联近日宣

布，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获准参

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是花样

游泳项目自1984年加入奥运大

家庭以来，男选手首次被允许参

加奥运会花样游泳比赛。届时，

每支参赛队伍可派出最多2名男

选手参加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

比赛。

预计将有10支队伍参加巴黎

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每

支队伍8名参赛选手，其中最多可

有2名男选手参加。

男选手首次被允许参加花样

游泳比赛是在2015年的游泳世锦

赛。在2015年游泳世锦赛摘得混双

技术自选金牌的美国选手比尔·梅

以36岁的年纪成为首个男子花游

世界冠军。

中国花游队拥有男选手的储

备。20岁的石浩玙每一次在世锦

赛上取得进步都创造着中国花游

男选手的参赛历史。2017年布达

佩斯世锦赛，石浩玙与盛姝雯搭

档获得混双自由自选比赛第8名，

这是中国花游男选手在世锦赛上

的首秀。两年后的光州世锦赛，石

浩玙和张雅怡在混双技术自选项

目上获得了第5名，这是中国选手

首次参加世锦赛混双技术自选项

目比赛。同时他还与程文涛搭档

在混双自由自选赛场上获得第6

名。今年6月举行的布达佩斯世锦

赛混双比赛中，第三次参加世锦

赛的石浩玙与搭档张依瑶摘得2

枚铜牌，书写了中国花游混双项

目新的历史。

（李雪颖）

本报讯 12月24日至25日，

2022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年

度总决赛在重庆市奉节县的首个

国家5A级景区———白帝城·瞿塘

峡景区举办。伴随着系列赛年度

总决赛落下帷幕，年度积分排行榜

也随之揭晓。

共有30位选手晋级到决赛当

中，经过激烈比拼，各项赛事冠

军随之出炉。专业组方面，男子

难度速度赛的冠军被刘加收入

囊中，亚军与季军分别是陈信与

杨起荣；巫丽娟获得女子冠军，

亚军与季军分别为覃佩莹与田

佳怡。公开组方面，刘畅在男子

难度速度赛中获得第一名，范梦

杰与周振分别获得第二名与第

三名。女子组第一名为万天琴，

第二、第三名分别是匡洁与罗钧

文。

年度积分排行榜也在赛后随

之揭晓，专业组男子个人积分榜

前三名运动员分别为刘加、陈信、

王明健；女子前三名分别是巫丽

娟、牙彩妙与田佳怡。公开组方

面，刘畅、罗毕军里与周振分别位

列年度总积分榜男子前三名，韦

芳婷、万天琴与罗钧文分获女子

前三名。

中国登山协会主席、著名登山

家李致新宣布赛事开幕，重庆市

体育局副局长杜学勇等出席开幕

式。今年比赛举办地的选址是瞿

塘峡白盐山的临江岩壁，竞赛线

路高度约50米，男子组与女子组

的难度分别为5.12c与5.12a，预赛

与决赛的关门时间，从往届的8分

钟减少为6分钟。比赛线路由洲际

定线员谢卫成设计。他表示，本次

比赛的岩壁上可用做指洞、手点、

脚点的天然裂缝与凸起很多，线

路设计的选择十分丰富，能保证

每次不重样。

（王向娜）

男选手可参加巴黎奥运会花游比赛

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年度总决赛收官

女网“小花”袁悦期待“绽放”澳网

2022中国家庭帆船赛深圳溪涌结束

扬长处 挖潜力 补短板

中国田径面对困境迎难而上

本报记者 陈思彤

12月25日，2022中国家庭帆船赛

五粮液深圳站在深圳市溪涌工人疗休

养院海阔体育帆船基地落幕。至此，

2022年中国家庭帆船赛收官。

在中国家庭帆船赛举办的第五年

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赛事关注并参与

到帆船运动中，并在赛事中更新了对自

己、家人、朋友、城市或是生命的认知，

由此诞生了一段段和家帆赛的故事。

作为水上运动爱好者的椰子队杨

梅这次在帆友王泽恩的带领下第一次

报名参加家帆赛，更是首次承担起压

舷的重任。她说：“非常时期，能够保

持身体健康，并且有机会参加家帆赛

感觉很幸运。”王泽恩已经是个“老水

手”，从5岁开始就跟着爸爸参加比赛，

参与的赛事已不下百场。

“离岸风”队队员柯基狗狗“TT”

获得本次赛事萌宠奖，“TT”陪伴它的

主人在海上奋战两日最终获得家庭组

第五名的优异成绩，并收获了赛事奖

品———HOBIE品牌的狗狗专属救生

衣，李晗、郭晓冬说：“感觉很温暖，

‘TT’这两天勤勤恳恳，跟着我们一起

压舷，比较紧张的是比赛中间发生了

压舷过度导致落水的小插曲，还好有

惊无险，现在有了这件救生衣，下次比

赛就再不担心它落水了。”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执委、深

圳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秘书长黄仪绍

表示：“中国家庭帆船赛是中国帆船圈

近五年来举办得最大众化、平民化的

赛事。深圳已经连续四年承办家帆赛，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并参与帆船运动，

意义非凡。溪涌工人度假村是深圳东

进的门户，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特别是在深圳刚刚开海的

这半个月以来，举办全国性的赛事将

会为深圳的冬天掀起帆船运动的高

潮，让更多的人在冬天过好海洋文化

的生活，意义重大。”

深圳是发展帆船运动的标杆性城

市之一，深圳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

秘书长王少凯说：“今年家帆赛是深圳

帆船周的系列活动之一，深圳凭借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海洋资源，吸引

了国内外大小赛事相继在此举办，赛

事的成功举办，不仅聚合了‘流量’，更

是赋予了深圳新的城市品牌，推动深

圳成为引领亚洲乃至世界帆船运动的

标杆性城市，为积极推动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加快建

设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升粤港

澳大湾区深圳核心城市作出贡献。”

怡宝一直致力于中国体育事业发

展，作为中国国家队合作伙伴，持续为

70余支国家队和各类代表

团，提供备战及赛事的服务

与专业保障。自本站赛事开

始，怡宝正式加入中国家庭帆船赛大家

庭。作为中国家庭帆船赛官方合作伙

伴、中国家庭帆船赛指定饮用水———怡

宝助力帆船项目持续发展，为选手们提

供了优质、专业的用水保障。

作为2022深圳帆船周系列活动之

一的2022中国家庭帆船赛五粮液·深

圳站赛事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

办，活动得到了华润怡宝饮料（中国）

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支持。

选手在比赛中。

（上接第一版）

“向敬爱的王文教总教练致敬，

没有你就没有中国羽毛球运动，没有

你就没有我。我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

心中。”在听闻王文教离开的消息后，

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很伤

感，“我既是他培养的运动员，也是

他培养的教练员，他把接力棒交给了

我。”李永波感慨道。“我的运动员、

教练员生涯最大的恩人就是王导。”

李永波透露，“在1984年，我22岁的时

候，是王导认为我具备优秀运动员的

潜质，在很多反对声中坚持用我，之

后才有了我和田秉毅的配对，才会在

1986年帮助中国队重夺汤姆斯杯。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后，也是王

导力排众议，把我留在国家队做教

练，才有我后来能够带队为国争光的

经历。”李永波说，王文教把国家队

总教练的接力棒交到他手中，这是一

个传承。尽管自己现在不在一线了，

但依旧会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奋斗，培

养更多的人才。

正在厦门担任2022年全国羽毛球

锦标赛仲裁的任春晖与王文教相识已

有40多年。“他是中国羽毛球史上不可

替代的人，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羽毛球

的今天。在我心目中，从事羽毛球行

业几十年，他更像是我的人生导师，我

的处事为人很多方面都深受他的影

响。”任春晖表示，“当时他从印尼回

国，印尼当地很多人对他是有看法的，

但他从来不与人争辩，坚持自己的家

国情怀。他不仅仅是当运动员、教练

员时成绩好，更重要的是他把项目发

展的体系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也把中

国羽毛球队的技术风格归纳出来，这

些我们到现在还在受益，他在世界羽

坛也很有威望。”曾执裁两届奥运会、

担任国际级羽毛球裁判多年的任春晖

说，“他的默默奉献、朴实无华是最难

能可贵的。”

现任国家羽毛球青年队教练组组

长的田秉毅在训练场上听到王文教离

开的消息，感到突然和悲痛。“羽毛球

项目从无到有，再到后来持续的辉煌，

和王指导的巨大奉献是分不开的。我

在国家队当运动员的时候，王导就是

总教练，当时队伍的单打水平很高，但

双打比较弱，王导就亲自负责抓男双

选材配对，带我们出国比赛，我和李永

波后来能够成为团体赛拿分的组合，

所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王导的培养和

帮助。”田秉毅介绍，“他带领我们1986、

1988、1990年连续三届拿到汤姆斯杯，

这些经历都历历在目，好像是昨天的

事情。我们会继承王导的遗志，把中

国羽毛球的后备力量、人才培养做扎

实，续写老一辈教练创下的辉煌。”

前女单国手、世界冠军唐九红近

年来每年春节前夕都会去看望王文

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唐九红在国

家队时期，与王文教接触很多，但在她

看来，对王文教更全面的认知是在走

向社会，自己有了家庭成为母亲之

后。“当运动员时只知道王指导很厉

害，他精力充沛、性格开朗，对运动员

很关心。但并不能深入理解他身上的

闪光点。”唐九红动情地说，“结束运

动员生涯走上社会后才意识到他们

那一代教练员真的很伟大。他在印尼

有家庭、事业，但能够抛下所有的东

西，回到祖国，非常令人敬佩。他对于

国家的热爱，一心报效祖国，这些最能

感动我。作为羽毛球人，我们要真正

传承老一辈人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于

国家、对于事业，是骨子里的热爱。他

们心中除了羽毛球什么都没有。对于

羽毛球纯粹的态度是留给我们的宝贵

遗产和财富。”

王文教始终积极调动各个方面的

力量，团结大家一起推动羽毛球发展。

作为晚辈，现任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张军也是一直受到王文教的积极影响

成长进步走到今天。“王指导的离开，

对我们中国羽毛球界是很大的损失。

我在国家青年队时期，他带我们一起

去伊朗参加国际挑战赛。他一切从运

动员的利益出发，为了保证运动员的

营养，花费了很多精力。他对我很好，

这些年每次去他家看他，他总会抓着

我的手，一直聊个不停，对于我而言他

是特别好的教练和人生导师。”张军回

忆说，“他放弃了印尼优越的生活，报

效祖国，发展羽毛球事业，现在我国羽

毛球有这么好的基础，离不开他的无

私奉献。作为晚辈，我们需要继承王指

导的遗志，发扬他身上的优良品质，不

断奋斗，延续我国羽毛球事业的辉煌

成绩。”

年终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