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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向娜 陈思彤

9月25日，中国赛艇冠军组合崔晓

桐/吕扬/张灵/陈云霞在杭州亚运会富

阳水上运动中心以6分42秒84的成绩获

得金牌。尽管当天的侧顶风让姑娘们的

成绩并没有那么耀眼，但这枚金牌意义

非凡，让姑娘们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

世界杯总决赛、亚运会和全运会冠军的

“大满贯”。

“‘大满贯’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

个比较小的目标，最终目标还是在巴黎

奥运会上实现卫冕。”崔晓桐和队友们

都表示，拿到金牌固然开心，但从走下

领奖台的那一刻，她们已经锁定了下一

个目标：全力以赴，决胜巴黎。

“这枚金牌让我的赛艇生涯更加圆

满。小时候的梦想是奥运冠军，也想过

能不能把所有比赛冠军都拿一遍……

那时候只是想想，没想到现在完成了。”

崔晓桐开心地说。来到亚运村，崔晓桐

特地做了个美甲，图案是自己精心挑选

的，有国旗和赛艇元素，还有四个人的

领奖服，以及“我爱杭州”字样。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属于正常发

挥，亚运会赛场相对比较轻松。从成绩

上看确实一般，因为我们刚打完世锦

赛，恢复时间不长，状态上比世锦赛要

差一些。”崔晓桐解释说。

杭州亚运会是张灵的第一届亚运

会，“上一届很遗憾错过了，这是我第一

次拿到亚运会金牌，是我体育生涯大满

贯的金牌，挺重要的。”她爱不释手地对

着金牌看了又看，对成绩和名次也表示

满意，“没有刻意对待（亚运会），但是比

得还可以！下一步就是专心备战，全力

以赴冲刺巴黎。”

陈云霞则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她

把杭州亚运会当成巴黎备战的冲锋号，

“杭州亚运会氛围很好，我们也拿到了

金牌，会将其作为备战的一个好的起

点，继续努力！”

四位姑娘的参赛，吸引了众多媒

体关注，尤其是各自家乡的媒体团，更

是化身亲友团，甚至还用亲切的家乡

话采访姑娘们，成为赛场一景。“亚运

会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我们

还是要立足自身，比出成绩，尊重对

手，确保第一名，同时以赛代练，为巴

黎做准备，毕竟目标还是巴黎奥运

会。”吕扬说。

（杭州9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陈思彤

11金2银，中国赛艇队在杭州亚运会再度成

为“金牌收割机”，所参加的13个小项全部有奖牌

进账，亚洲霸主地位不可撼动。但对于志在更大

舞台的中国赛艇队而言，亚运会仅是“小考”，金

牌背后的硬实力才是冲击巴黎奥运会的资本。

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了绝大多数

的金牌，但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印度、伊

朗、日本等队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东京

奥运会银牌得主、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娜·普

拉卡坚在女子单人双桨比赛中遥遥领先夺得

金牌，亚军刘睿琦落后10秒多。另一个没能夺

冠的男子四人单桨项目，中国队在领先的情况

下被乌兹别克斯坦反超，甚至遭遇印度的奋力

追赶，银牌都拿得惊险。而这条艇，曾经在世界

杯分站赛站上过领奖台。由此可见，亚洲各国

的赛艇水平在整体提升，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

队对中国队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纵观中国赛艇队在本届亚运会上的整体

表现，可谓喜忧参半。在大多数的决赛中，中国

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赛程过半就完全

确立了领先优势。但从比赛的绝对成绩来看，

要想在巴黎奥运会上有所斩获，队伍还需在冬

训中加倍努力。王牌组合女子四人双桨项目，

姑娘们夺冠的成绩为6分42秒84，距离东京奥

运会6分05秒13的夺金成绩，有着不小的差距。

尽管赛艇运动受天气、水流等影响，每场比赛

的成绩都会有所不同，但这样的对比仍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其它几个已经拿到奥运资格的

项目，中国队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放到世界

大赛上缺乏竞争力。

对于中国赛艇队而言，亚运会上的最大竞争对手还是自己。要

想在国际大赛中获得好成绩，起航和前半程的发挥至关重要。但本

届亚运会，中国队的起航表现并不突出，前250米冲不起来，前500

米的计时成绩也表现一般。相比之下，老将张亮仍然保持了较高的

竞技水准，在兼项的情况下，张亮和刘治宇男子双人双桨的夺冠成

绩为6分21秒54，超过了两人的世锦赛成绩，张亮的单人双桨成绩

也在7分以内，非常稳定。

当然，中国赛艇队在比赛中展现出的连续作战能力值得肯定，

从世锦赛征战归来几乎没有任何休息调整就直接投入到亚运会赛

场，对一个体能项目来说，考验不小。巴黎奥运会，中国队面临的形

势将比东京更加严峻，竞争也更激烈，亚运会的辉煌已经过去，就

如女子四人双桨的张灵所说，今年的比赛已经画上了句号，下一站

就是巴黎。 （杭州9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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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向娜

“我们这次来亚运会，目标就是要

冲击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中国击剑

队女子花剑主教练雷声在赛前放出豪

言。五年前中国女花在雅加达亚运会收

获两枚银牌，五年来雷声带领中国女花

姑娘不断攀升，期待在杭州亚运会上把

奖牌换成金色。

这一过程并不轻松，中国女花姑娘

们十分年轻，虽然冲劲十足，但是与日

本队等强队相比实力并不占优。不过

小将黄芊芊脱颖而出，为中国女花在

个人赛上斩获金牌，兑现了雷声的第一

个目标。

出生于2002年的黄芊芊似乎在今

年才被大家看见，但出道即主力，她先

后参加了无锡亚锦赛、米兰世锦赛以及

成都大运会，表现一场比一场好。亚锦

赛时她被委以重任团体收尾，却被打成

了“筛子”，净输16剑，这一挫折让黄芊

芊在随后的训练中更加刻苦，拼命想练

好技术，甚至练到崩溃大哭。但度过了

最难熬的日子后，她在世锦赛上打进16

强，并在大运会上与队友收获团体金

牌，逐渐找回自信。

来到杭州，黄芊芊与同样来自福建

的陈情缘携手出战个人赛，陈情缘是夺

冠热门，被对手专门研究，因打法抑制

未能晋级八强。黄芊芊却稳扎稳打，八

进四对阵日本名将东晟良，黄芊芊一剑

取胜对手成功晋级，在获胜瞬间，她坐

在剑道上大声呐喊、气势如虹。

决赛在晚间展开，黄芊芊的对手是

日本的上野优佳，这也是一名“00后”年

轻选手，世界排名第15位，比世界排名第

29位的黄芊芊在纸面实力上高出不少。

然而，黄芊芊“初生牛犊”毫无惧

色。“决赛就是去拼她！小组赛和她打

的时候，我是放她后退，放她距离。决

赛打得很有耐心，上场前的准备也很

有针对性，我的战术就是盯住她，不让

她很轻易地就打进来，以前打可能很

容易被她骗。”黄芊芊找到了制衡对手

的办法，并在比赛中坚决贯彻，即便后

期对手在器材故障暂停后改变了策

略，黄芊芊仍坚持自己的打法，并成功

笑到了最后。

“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就很好！”雷

声在指导黄芊芊的过程中，不断地鼓励

弟子。“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黄芊

芊未来的路还很长！”对于黄芊芊的成

长，雷声也很满意。

（杭州9月25日电）

比出自信 气势如虹
———记亚运会女子花剑冠军黄芊芊

黄芊芊（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本报记者 王向娜

自1998年曼谷亚运会山地自行

车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以来，女子越

野赛金牌一直牢牢握在中国队手

中，从未旁落。这是荣誉，同时也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9月25日，杭州

亚运会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在淳

安界首体育中心山地自行车赛场展

开，中国山地车女将李洪凤以1小时

30分59秒的成绩斩获金牌，捍卫了

这项荣誉。通过终点时，她将亚军选

手、同样代表中国队出战的马彩霞

落下近6分钟。

“前辈的荣誉，不能断在我手

里！”带着最朴素的信念，李洪凤做

着最艰苦的备战，并终于得偿所愿。

“金牌都是苦练出来的！没有其

他捷径。”走下赛场，李洪凤感慨道：

“现在走下来，我还可以站着说话、

接受采访。之前在云南训练备战的

时候，每一堂训练课下来都要练到

吐，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李洪凤是山东姑娘，肯吃苦，五

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她收获银牌，

“五年了，就想再进一步！”赛前，李

洪凤就表示要冲击金牌。此前中国

队一直没有在亚运会上让该项目金

牌旁落，从马艳萍（两届）、任成远、

史庆兰到姚变娃，前辈的战绩激励

着李洪凤不断进步，尽管28岁的她

已经是队伍当中的“老大姐”，但她

一直都在尝试着超越自己。

“2018年雅加达的银牌，对于自

己来说是个遗憾。随后自己也遭遇

了低谷，2019年亚锦赛没有拿到东

京奥运会席位，2021年陕西全运会

只获得了第五名。看着身边的队员

都是‘00后’，也不是没想过放弃。”

李洪凤毫不掩饰自己的失落。但面

对队伍的需要，以及自身不放弃、不

服输的性格，她作为老队员继续坚

守。“心里也很着急，很努力地训练

了，但就是骑不动。”

状态不佳时，唯有更刻苦地训

练、再训练，坚持、再坚持，李洪凤一

点点找回状态，直到2022年5月，李

洪凤在亚运会测试赛上收获金牌，

这是她自全运会后的第一枚金牌，

信心也随之逐渐找回。

“再拼一把吧！”李洪凤暗暗下

定决心，但反反复复的小麻烦

不断袭来。先是杭州亚运会

延期一年举办，随后是她

身体的各种不适，过敏，

荨麻疹……李洪凤曾经

有躺了一个月无法训练

的经历。2022至2023冬

训期间，她在力量训练时

腰部受伤，只能边康复边

训练……

“特别累，状态很差！”李洪

凤直到2023年2月仍在吃力地坚持，

后来在亚运会选拔赛上收获第二，

才顺利获得参赛机会。

“全国锦标赛又没比好，只拿到

了第七名，当时也有很多人质疑

我。”面对不信任，李洪凤和教练开

始寻找原因，在云南为期两个月的

赛前高原训练中，她拼尽了全力。

“骑不动也别着急，先把体能堆

积起来，有氧跑一跑，力量拉起来！”教

练为李洪凤布置了高强度训练计划，

以强度训练模拟比赛流程，每周至少

两堂，每一堂训练课都要练到吐。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下山时没

劲了，磕到了石头上，流血去了医

院。还有下高原之前最后一次跑强

度，骑完之后头晕，靠别人扶着才能

下车。”再苦再累，李洪凤都咬牙坚

持。“训练吃苦了，比赛就会轻松一

点，才能在赛场上升起国旗。”

在备战训练中，李洪凤并不孤

单，除了国家集训队，贵州共建国家

队以及云南等队组成了“大团队”，

陪同她们训练。“今天比完赛，他们

都第一时间来祝贺我，我感觉这块

金牌不单单属于我，而是属于大家，

属于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凭借这枚金牌，李洪凤续写了

中国女子山地自行车在亚运会上的

辉煌，她也将继续逐梦前行。接下来

她还要参加在印度举办的亚锦赛，

这是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李洪凤

必须拿下。

“先拿到奥运资格，然后再继续

好好训练，争取在奥运会上为中国

山地自行车取得更好的成绩。”李洪

凤说。

（杭州9月25日电）

为中国山地自行车延续优势

李洪凤：“金牌都是苦练出来的！”

李洪凤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中国队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女子四人双桨组合实现“大满贯”

下一目标：决胜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