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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苇 冯蕾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开幕已有几天时

间，11月8日恰逢第24个中国记者节，让我们来听听各

路记者报道学青会的感受。

人民日报记者刘硕阳：本届学青会开幕以来，简

约而不失精彩是我们在各个赛场上采访的共同感受。

主媒体中心的设置、各项目赛事组织等方面都贯彻着

节俭办赛的原则。与此同时，学青会不同组别、不同项

目赛场上，都充分彰显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健美操、毽

球等校园特色体育项目，洋溢着学生们的朝气和活

力，田径游泳等比赛中，名将出马使得赛场上星光熠

熠。比赛精彩、节奏紧凑、办赛简约，学青会的“精炼”

在开幕以后的几天时间里已经尽显。赛场之外，交通、

赛事组织、保障等环节的快速反应和应对，则体现出

主办方的细心。未来的一周比赛时间里，相信学青会

能够继续呈现一届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

新华社记者吴俊宽：我和各位同事都非常高兴能

够借着首届学青会的机会来到美丽的广西，我们深切

地感受到八桂大地人民的热情。这次学青会最大的感

受是赛事组织顺畅有序，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热情周

到。工作之余，我们也感受到广西宜人的气候和优美

的生态环境，是一个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也想

借此机会感谢主办方、感谢当地、感谢学青会，让我们

有机会在这里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于珍妮：在学青会现场，

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学生、大学生，他们朝气蓬勃，在

学青会上展现了非常好的实力，获得了非常好的成

绩，也让我感受到了青春、赛事以及整个城市的活

力。这是我第三次来广西，通过赛事和宣传，以及配

套活动，让我们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南宁这个城市

的特点。

中国教育报记者欧媚：这次学青会创造了我的三

个“第一次”，第一次来广西，第一次报道体育，第一次

在出差中过记者节，很值得记录。赛场上，青年学生顽

强拼搏、突破自我的精神让我印象深刻，赛场外，观众

席阵阵喝彩，欢呼雀跃，这样的氛围很难不让人感到

体育的魅力，这种感染力太强大了。希望在这届学青

会的推动下，让体育精神在校园扎根，让体教更加深

度融合，让越来越多孩子喜欢体育，爱上运动，终身受

益，这样体育强国的梦想就一定不远，也一定会很快

实现。

中国青年报记者慈鑫：学青会的主角是青少年运

动员，采访中能够感觉到他们特别阳光、健康、有活

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当代青年人该有的样子，让人

非常振奋。通过学青会的舞台，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些

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努力去争取好成绩的一面，同时

也看到我们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不易。特别是在优异

成绩的背后，能想象到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和背后默

默奉献的教练和老师。作为记者我还感受到，首届学

青会从创立开始就受到这么高的关注，也能反映出我

们国家对青少年体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广西气象局主持人张灵智：作为本地媒体，我们

对学青会的感触很多，筹办举办学青会对广西的体

育发展有很大促进。首先是对场馆的提升，此外对本

地学生和青年运动员们来说，无论是训练场地、展示

机会，还是专业水平等，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还有

效带动了广西群众的运动健康意识。通过赛事平台，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输出也有很大帮助。

（南宁11月8日电）

本报南宁11月8日电 记者冯蕾 卢苇报道：第一届

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自行车比赛今天进入收官日，在

广西三塘训练基地竞速小轮车场地决出最后两块金

牌———男、女自行车BMX个人赛，由南宁队包揽。

此次自行车BMX个人赛共有来自南京市、杭州市、

南宁市等12个代表队共53名运动员参赛。经过激烈角逐，

南宁队李文涛以33秒173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青岛队

周忠义、南宁队李佳登分获亚、季军。

“每天做梦都想拿这个金牌。”李文涛赛后表示，“我

今天的成绩与之前相比有所提升，以后会继续向更高领

奖台努力，争取参加国际比赛。”

这次比赛对李文涛来说最大难点是打破心理大关。

他说：“要跟自己比，因为先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其

实每个人的技巧能力和爆发力都差不多，往往最后拼的

都是心理素质。心理稳定主要靠长时间训练，感谢教练

对我的悉心指导。”

女子组奖牌由广西选手包揽。南宁队刘永欣以绝对

优势遥遥领先，以34秒789的成绩一举夺冠。南宁队张晓

婷摘得银牌，北海队张蓉蓉收获铜牌。

赛后刘永欣说：“这次比赛就是奔着金牌去的，但没

有达到自己的最好成绩，还是有些紧张。”

此次学青会自行车比赛项目共设22块金牌，成都队

以4金1银2铜位居奖牌榜首；第二名上海杨浦队获3金3

银；南宁队获3金2银2铜名列第三。

本报南宁11月8日电 记者冯蕾 卢苇报道：第一届全

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网球女子团体决赛今天在广西体育中

心网球中心进行。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东城区队以2比0击败

武汉队，夺学青会网球赛首金。

第一场单打比赛开局后，北京东城区队一号主力队员

张筠涵先声夺人，为北京队拿下1分。第二场单打中，北京东

城区队邵羽杉率先拿下一盘，武汉队吴汝茜不甘示弱，连追

3分至5比5平，双方再各得1分战至6平，最后邵羽杉“抢七”

成功。

赛后，北京东城区队教练杨伟光表示：“首届学青会是

考验全国各省区市网球后备力量的储备，团体赛更是对团

队整体实力的考验，我们从预赛一直打到决赛还算比较顺

利，今天我们临时变阵进行了战术调整，最终拿下比赛。这

也证明了我们近几年来对青少年培养是有效果的。”

近两年，北京东城区队对各年龄组优秀运动员进行重

点培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对我们基层教练的

考验，今天拿到冠军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回报。”杨伟光

说。

随着网球赛事不断发展，青少年网球运动得到广泛推

广和普及，这项激情的运动正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对

青少年来说，网球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体育项目，普及率也

非常高。不仅在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推广效果也很好。”

杨伟光表示，希望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进来，为中国网球增

添新的力量。

本报南宁11月8日电 记者冯蕾 卢苇

报道：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校园

组）游泳比赛今天共产生17枚金牌，之前横

扫赛场的上海队再获4金2银2铜。

上海队今天表现依旧出色，张琪烨以

小组第二身份晋级中学组男子50米蝶泳

决赛，并以23秒73的成绩夺冠。闫冰凭借

蝶泳优势，以2分23秒53拿到大学甲组女

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此外，上海队还

收获了大学甲组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

力、中学组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2枚

金牌。

广东队延续良好势头，梁熙彤以1分09

秒86拿到中学组女子100米蛙泳冠军。张一

凡以26秒67收获大学乙组女子50米蝶泳金

牌，赵鑫辰以24秒31收获大学男子甲组50

米蝶泳金牌。

山东队包揽中学组男子200米自由泳

所有奖牌。冠军刘耀杰在预赛中表现平平，

但以第六名晋级的他在决赛中上演翻盘好

戏，以1分51秒30夺冠。中学组男子100米蛙

泳决赛中，山东选手王骏腾以1分01秒94的

成绩夺冠。

香港选手马紫玲以2分01秒46的成绩

在中学组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强势夺

冠，比银牌得主山东队李香凝快0.31秒。赛

后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决赛成绩比我个人

最好成绩提高了0.2秒，我很开心。”

本报记者 邓红杰

5天，8金4银2铜，在学青会田径比赛中，成都队创

以城市为单位参加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城运会、青运

会）的最佳成绩。同时，8金在参加学青会的58支参赛队

中排名第一，史上首次。成都田径缘何能够取得如此骄

人战绩？

据统计，刘英兰、刘国怡、李湘、王佳伟……金牌选手

中有8人在都江堰奥林匹克体育学校和华阳中学就读。

华阳中学是国家级体育特色传统学校，早在2004年

就将田径列为特色科目。2007年，华阳中学和四川省田

管中心达成共建协议，双方优势互补，促成四川省优秀

青少年田径运动员学训相长，不断提高。2012年，四川省

体育局直属的都江堰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成立，双方

合作更加密切，互融互进。

在成都市体育局和教育局联合推动下，现在成都市

体育特色传统学校达676所，为省、市深入体教融合，加

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

天府国际竞训中心（成都体工队）不断引进国内高水平

教练，提升竞技水平，为四川省田径运动不断输送人才，

为成都代表团夺得首金的自行车运动员张萌和男子七

项全能冠军王佳伟就是成都体育运动学校2020级学生。

内部深挖潜力，加上外地优秀青少年运动员，使得成都、

四川田径不断突破。

面向未来，不断发展。体育特色传统学校不断布点，不

仅为成都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解决了学训问题，同时也为培养和输送高水平人

才筑牢了基础。为加快人才培育，2022年成都市体育局联合成都市教育局推出“快

乐之星”“希望之星”“奥运之星”“三星”系列赛事，同时加快社会体育机构发展（目

前已有50多家），这些都是成都代表团田径队在学青会上爆发的原因。

（上接第一版）

李晋琅是南宁市翡翠园小学六年级的

学生，他告诉记者，经过层层选拔才入选了

学青会小记者团，感到非常自豪。“我的梦

想是成为一名主持人，平时也非常喜欢篮

球。这次担任学青会小记者，我做了充分的

准备，希望有机会去篮球赛场进行报道。”

李晋琅说。

现场，孩子们为记者们送上了节日祝

福，还带来了当地特产和香包作为礼物。这

样“新老”面对面交流让现场记者们非常感

慨，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

“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据了解，学青会期间，这些小记者们将

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比赛场馆，从孩子的

视角，记录学青会的方方面面。

民族体育体验欢乐多

竹竿舞、背篓绣球、三人板鞋……现场

的民族体育项目体验区人流如织。除了过

节的记者，中国首个男子百米亚运冠军劳

义、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赵金红、学青会最后

一棒火炬手黄雅晴也来到了现场，和记者

一起体验民族体育项目。

劳义目前是广西田径队的教练，他特

别感谢记者们的辛勤付出。“正是有他们奋

战在一线，才留下了运动员们那么多精彩

的瞬间。”劳义说，“我知道今天仍然有许多

记者坚守在一线，报道学青会，我想对所有

的记者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大家辛苦

了！”

许多记者都是第一次体验这些民族体

育项目，体验过程笑料百出，现场氛围异常

欢乐。在记者节参与这样的活动，也给这些

采访学青会的记者们留下了独特的记忆。

“非常有趣，看起来不难，但实际操作下来

发现还是很需要技巧的。”本报记者也体验

了一把背篓绣球，“这个项目看似只需要把

绣球抛出去，实际上角度、力度，抛和接的

人之间的配合都很重要。展示和指导的同

学都穿着广西传统民族服饰，很漂亮也非

常有特色，看起来就很有热闹和欢乐的氛

围，这个记者节过得相当开心！”

据了解，现场进行示范指导的是来自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们。在三人

板鞋体验区，记者认识了学校运动训练专

业的大二学生赵琛。他告诉记者，学校非常

重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在学校开设

了相关专业，还经常举办赛事活动。赵琛

说，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为来自全国各地

的记者们展示广西特色民族体育项目，感

到非常开心，“希望更多人关注到我们广西

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体育。”

节日分外欢乐，责任仍在肩上。短暂的

相聚后，记者们各自背起装备，奔赴不同的

赛场。也许对记者们来说，“在路上”是最好

的过节方式。 （南宁11月8日电）

遇青春 记美好
———媒体记者眼中的学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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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健儿泳池展青春 灯光秀照亮青春赛道

网球点燃青少年

运动激情

本报记者 冯蕾 卢苇

南宁，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正以独特方式庆祝

首届学青会的举办。从11月4日至15日，每天19时至

23时，南宁各大标志性楼宇和市政设施，全面开启霓

虹灯、轮廓灯和彩灯，呈现出最佳视觉效果和艺术表

现，为赛事助力，营造流光溢彩的青春之夜。

民族大道、五象大道、星光大道等大楼字幕墙上

循环滚动播放学青会赛事标识，精彩的灯光秀不仅

为八方来客展示南宁的独特魅力，更为年轻体育健

儿踏上青春赛道追逐梦想加油。

学青会由原全国学生运动会和全国青年运动会

合并而成，是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改革发

展、增强青少年和学生体质、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重要举措。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

市一直致力于深化青少年

体教融合、推动全民健身

事业的发展和城市服务品

质的提升。学青会，为南宁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实力

的绝佳机会。为更好地迎接这场盛会，南宁市不仅在

硬件设施上投入和建设，更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城市

软实力，其中就包括这场灯光秀。

“这是我时隔3年第2次来到南宁，这座城市更美

了。”灯光秀让市民和游客大饱眼福，从海南远道而

来参加学青会的新闻工作者周才能感叹道，“灯光秀

为南宁市的夜空增添了色彩，楼宇之间光影交错，霓

虹灯闪烁，轮廓灯勾勒出建筑物的轮廓，彩灯装点出

城市的繁华。这不仅让南宁的夜晚变得更加迷人，更

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员展示了南宁的热情，

为学青会营造出青春洋溢的氛围。”

这场灯光秀背后，是一次对青春的致敬。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学青会是青年人的盛会，是他们展

示才能、交流经验、增进友谊的平台。而这场灯光秀正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青年人传递出一种热情和鼓励。”

未来的比赛日，我们期待着青年运动员们

在学青会亮丽的舞台上点燃梦想，书写属于他

们的青春故事。

（南宁11月8日电）

南宁队包揽自行车BMX个人赛两金

南宁选手李文涛以33秒173的成绩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11月8日，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中学组

女子自选枪术决赛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馆举行。

图为海南选手孙鲁豫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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