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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在杭州钱塘轮滑中心举行的杭州亚运会滑板

男子碗池决赛中，中国选手陈烨以84.41分的成绩夺冠。图

为陈烨在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本报记者 林 剑

9月底的钱塘轮滑中心艳阳高照，比艳阳更

火热的则是中国滑板队姑娘、小伙子们的出色

表现———在四个比赛日里，中国滑板队先后出

战男女碗池、街式四个项目，收获了3金2银2铜

的好成绩，成为杭州亚运会滑板赛场上最大的

赢家。赛后，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滑板运动员、

教练员、官员、从业者，分析中国滑板队取得好

成绩的原因。

女子街式金牌“含金量”最高

滑板是奥运会赛场上的“新面孔”，东京奥

运会才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成为亚运会比

赛项目，也是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无论是东

京还是雅加达，我国滑板项目率先实现突破的

都是女子项目———曾文蕙在东京奥运会女子街

式排名第6，张鑫在雅加达亚运会女子碗池收获

铜牌。

中国轮滑协会秘书长魏勇直言，近些年队

伍一直将女子项目，尤其是女子街式项目列为

发展重点。本次比赛崔宸曦、曾文蕙直接面对日

本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能包揽前两名非常不

容易。在曾文蕙两个奥运周期一直保持较高竞

技水平的情况下，年仅13岁的崔宸曦上升势头

很猛，不仅是本届亚运会，在不久前的奥运会积

分赛上，崔宸曦也曾拿过预赛第一的好成绩，足

以说明中国女滑手在这个项目已经具备相当的

竞争力。

相比于街式，我国女子碗池选手在奥运积

分上排名还比较靠后，想要最终获得直接晋级

巴黎的资格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但李玉娟的银

牌、毛嘉思的铜牌同样成色十足，毕竟最终夺冠

的选手世界排名第三。

男子方面，尽管陈烨、张杰分别在碗池、街

式问鼎，但他们也表示，距离世界最高水平还有

很大差距，陈烨甚至直言，奥运会“不敢想”。从

世界排名看，这两个项目我国选手都排名四五

十名，想要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难

度还是比较大。

体制创新思路创新造就进步

在本届亚运会技术官员、国内资深

滑板从业者田军看来，近些年滑板项目

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显著进步得益于滑

板进入奥运会，对项目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另外国家层面也对项目发展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上社会力量的

广泛参与，才造成了这个“意料之外、情

理之中”的结果。

本届亚运会滑板赛场上，我们既能

看到张杰、苏建军这样从省队选拔出来

的运动员，也有李玉娟、毛嘉思这样跨界

跨项选材进入滑板项目的

运动员，即便都是省队输

送、培养，性质也有不同，

比如输送了毛嘉思的山西

队就是与企业共建，输送

了陈烨的广东队就是与惠

州市共建。

魏勇表示，滑板是新

兴项目，最早主要是通过

社会力量参与和省市共建进行备战，如今，国家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更多介入，更多参与备战保

障工作，通过几方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不断完

善这个模式，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

如果说体制创新是战略层面的问题，训练

重点的调整就是战术层面的部署。曾文蕙介绍

说，这个奥运周期自己主要加强了线路方面的

训练，不像之前将更多精力用于“大绝招”。对于

这一调整，魏勇解释说，巴黎奥运会周期滑板街

式规则发生了调整，过去是两条线路、5个大绝

招取最高的三个得分算总分，现在变成了两条

线路必须选一个分数，5个大绝招选两个分数，

另外在预赛中只比两轮线路，如果线路不过关，

决赛都进不了。“在此背景下，我们确定了加强

线路的思路，必须夯实基础、滑好线路，从亚运

会的效果看，还是很好的。”

中国滑板国家队碗池总教练上田·林肯·迪

约表示，在很多国家，滑板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

史，滑板在中国系统化发展还比较晚，但中国滑

板应该坚定信心，通过努力工作、追赶，一定能

收获理想的结果。 （杭州9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葛会忠

杭州亚运会智力运动项目9月27日迎来首

个金牌日，当年那个顶着台风去上课的嘉兴

女孩朱锦尔在国际象棋女子个人赛夺冠了！

获得男子个人赛冠军的是中国棋手韦奕。有

趣的是，在今年的全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中，

这两位年轻棋手曾有过一次交手，当时两人

未能分出高下。

即便有着在联赛中弈和世界一流男子特

级大师的辉煌战绩，但是当朱锦尔来到亚运

赛场时，她依然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一位。毕竟

在国际象棋女子个人赛中，不仅有长期稳居

女子等级分世界第一位的前世界棋后侯逸

凡，还有多哈亚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科内鲁，

另外还有获得过国际象棋超快棋世锦赛冠军

的阿萨乌巴耶娃、大赛经验丰富的印度名将

哈丽卡、哈萨克斯坦新秀阿卜杜马利克，她们

的快棋等级分都在朱锦尔之上。本届亚运会

国际象棋采用快棋赛制，如果说快棋等级分

排名参赛棋手第一位的韦奕夺得男子个人赛

冠军属于情理之中，那么朱锦尔力克侯逸凡、

阿萨乌巴耶娃等夺冠热门摘得女子个人赛金

牌，则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其实这已不是朱锦尔第一次在今年的重

大比赛中扮演黑马角色。在今年的亚运会国

家女队选拔赛中，朱锦尔就出人意料地获得

决赛阶段第一名，将两位前世界棋后侯逸凡

和谭中怡分别挤到了第二和第四的位置，而

现任世界棋后居文君和本年度女子国际象棋

世界亚军雷挺婕都在那场比赛中落选，可见

中国女队的竞争是多么激烈。“00后”小将朱

锦尔能在如此重要的赛事中脱颖而出，也绝

非偶然，“只有勤奋、刻苦才能成就梦想啊！”

朱锦尔的母亲曾用这样一句诗歌注解朱锦

尔的成长之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正是有了过去日复一日的刻苦与磨砺，

才有了如今赛场上的锐利！而且小时候的朱锦

尔“从来没有因为生病或刮风下雨缺席过任何

一节棋课”。从朱锦尔的身上，母亲看到了她对

国际象棋“异乎寻常的热爱”。

2002年11月，朱锦尔出生于浙江嘉兴，她

的国际象棋之路始于幼儿园的兴趣班。在兴趣

班上，当其他小朋友玩闹着下棋时，朱锦尔始

终安静地听老师讲课，课后甚至还会抱着棋盘

请求老师再多教她一些。2007年2月7日，老师

主动给朱锦尔的家长打去电话，问是否愿意让

朱锦尔去棋校学棋。从此在启蒙老师王少杰的

引领下，朱锦尔正式步入国际象棋的殿堂。

从此以后，“风雨无阻”成了朱锦尔追梦路

上的真实写照，哪怕是在台风肆虐的时节，朱锦

尔也放不下心中的国际象棋。有一天晚上受台

风影响天气非常不好，父亲原本不想带朱锦尔

去棋校了，没想到朱锦尔站在家门口拉着门把

手哭了半个多小时，父亲最后只好让步。后来，

浙江省国际象棋队成立二队，浙江队主教练王

文浩找到王少杰：“你这里有没有好苗子？”王少

杰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有！”

对于这个早早就被选中的弟子，王文浩

说，朱锦尔是个自我管理能力和胜负心都很强

的人，当初就是看中这一点才把她招进省队

的。“开始是嘉兴当地的教练推荐了她，她的天

赋确实很好，性格也蛮适合下棋，只不过年龄

太小。2009年我们队里考虑再三，觉得不能浪

费时间也不能浪费她的天赋，就把只有7岁的

她特招进了省队。”

浙江队并不满足于将她培养成一个比较

优秀的棋手，而是有着非常远大的目标，并

想方设法为她搭建舞台创造机会，这也是今

年朱锦尔能在国象甲级联赛中代表浙江队

出战男子台次，并有机会与韦奕、修德顺、周

唯奇等男子特级大师正面对抗的根本原因。

从此前的诸宸、许昱华等世界棋后，再到今

年的国际象棋世界棋王丁立人，浙江多年来

已为国家培养了多位世界顶尖的国际象棋

人才。这些战绩显赫的前辈棋手，让朱锦尔

拥有了如灯塔般清晰的目标，坚定地向着梦

想的方向奋力前行。

收获信心 笃定方向 滑向巴黎
———中国滑板队杭州亚运会收获3金2银2铜探因

那个顶着台风去上课的女孩夺冠了

朱锦尔执着追梦前程似锦

本报记者 林 剑

杭州亚运会滑板最后一

项，男子街式赛前，张杰并不

是被看好的一个———面对名

声在外的日本滑板天才少年小野寺吟云以及预赛排名第

二的韩国选手郑智薰，年仅16岁的贵州小伙无论哪方面

都处于劣势。

他的优势就是“稳定”。张杰在贵州队的教练王重天

介绍说，张杰很刻苦，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掌握了动作、

建立了信心，就有极高的完成度和稳定性。决赛中，5个大

绝招，张杰前两次全都顺利完成，而小野寺吟云、郑智薰

失误连连，日本选手最终大绝招无一次成功，韩国选手也

仅有一次成功，早早退出了冠军争夺。

“我想获胜的原因可能是我使用了更稳妥的动作，而

对手选择冲击更高的难度吧。”张杰说。

张杰2007年出生于贵州，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11岁的时候，贵州开展滑板、攀岩等项目跨界跨项选材，

在当地文武学校习练武术的张杰因为身体素质佳、协调

性好被王重天选中，自此开始在贵州滑板队训练。

作为新兴项目，滑板在贵州也处于起步阶段，本科学

习户外运动的王重天也是半路出家，一开始一边自己学

习一边教张杰，慢慢就发现滑不过弟子了，只能加快学习

的脚步。几年下来，师徒两人已建立了很好的默契和信

赖，登上亚运最高领奖台之后，张杰也专门感谢了自己的

教练。

据介绍，目前贵州男子轮滑队和国家轮滑队采取共

建模式，9名队员不少都有过国家队的经历，张杰之外，本

届亚运会滑板男子街式赛季军苏建军也是贵州队培养输

送的。

王重天表示，国家队在外赛保障等方面给予我们很

大的帮助，滑板项目的发展，格外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张

杰的金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好滑板高质量发展的决

心。 （杭州9月27日电）

刘 霁

26日进行的男子乒乓球团体比赛中，35岁

的马龙领衔中国队战胜老对手韩国队，第八次

夺得男团冠军。

马龙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是2006年多哈亚运

会，当年他18岁，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登顶夺

冠。杭州亚运会是他参加的第四届亚运会，赛后

的发布会上他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亚运

会。马龙曾先后夺得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和

东京奥运会冠军，他是中国乒乓球的传奇，也是

中国体育的传奇。英雄难说再见，球迷们都说，

马龙，亚运会也许不再见，但巴黎见。

27日的滑板街式决赛，13岁中国小将崔宸

曦脱颖而出夺得冠军。崔宸曦是中国体育代表

团年龄最小的选手，满脸稚气，却艺高胆大，敢

于突破，自己的第一个亚运会冠军成为英雄少

年的新起点。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马龙早

就功成名就、声名远扬，依然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坚守在训练场、比赛场上，这源于他对乒乓球

的热爱和情怀，他人生最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了

乒乓球，彼此成就、共同成长，这是许多老将的

生动写照。崔宸曦初出茅庐，马龙这样的前辈正

是她学习的榜样，英雄的事迹如出一辙，都是从

懵懂无知的少年，经过无数次成功与失败的千

锤百炼、凤凰涅槃，成为一代传奇，高山仰止，必

将激励更多少年壮志凌云、青春逐梦。

向英雄致敬，为新人喝彩，体育就是这样

一代一代荣耀传承、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新的

奇迹，这也是中国很多运动项目能长盛不衰

的重要原因。青春正当时，未来不设限，站在

传奇的身影背后追赶，少年自有少年狂，心似

骄阳万丈光，终将能不负韶华，奏响更加精彩

的华章。

亚运快评

少年自有少年狂 心似骄阳万丈光

夺滑板冠军 张杰稳定出“奇迹”

张杰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