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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彩

亮点一：23家入围百强网点———江苏最多

棋王赛海选赛，把遍布城乡的体彩实体店打造成了象棋比赛

的场地，为象棋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示风采

的良好平台，以此广泛传播象棋文化，助力全民健身，以实际行动

彰显国家公益彩票的责任与担当。今年，江苏省有超过400家体彩

网点参与海选赛，最终有23家入围全国百强网点，入围网点数量位

居全国之首，分别是连云港9家，淮安5家，常州、南通、泰州各2家，

无锡、徐州、盐城各1家。

亮点二：5家棋社跻身全国前十———江苏最强

今年的棋王赛，设立了棋社挑战赛环节。在海选赛阶段，参赛

选手通过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与棋社绑定，选手上传积分累

计到棋社团队积分，各省市积分排名第一的棋社团队进入到决赛

阶段。海选赛结束后，江苏省共有5家棋社跻身全国前十，入围棋

社数量为各省之最。其中，淮安棋艺俱乐部在全省排名第一，将代

表江苏角逐棋社挑战赛全国决赛。

亮点三：团体网络赛获全国第三———历史最佳

在今年的省级团体网络赛中，江苏体彩代表队荣获季军，取得历

史最佳战绩。在半决赛中，江苏队对阵去年的冠军队伍广东队，最终

以3和1负不敌对手，遗憾未能进入决赛。在三、四名的对决中，江苏队

四名主力队员迅速调整状态，以2胜2负的战绩战平天津队。随后，江

苏队派出镇江棋手栾傲东与天津队进行一对一的加时赛，最终栾傲

东发挥出色顺利拿下比赛，江苏队获得全国第三。

亮点四：文笔塔内群雄逐鹿———古色古香

2023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江苏省级比赛，

由常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常州市象棋协会承办。比赛的地点放在

了常州市红梅公园古色古香的文笔塔内，这里环境清幽，参赛选手在

对弈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息。本次比赛开闭幕式的

举办地是文笔塔，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宋代诗人杨万里《题太

平寺》中有“太平古寺劫灰余，夕阳惟照一孤塔”一句，这就是“文笔夕

照”景名的由来。本次比赛也是“体彩+旅游”的一次积极尝试，希望通

过这样的比赛，能够将体彩公益品牌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11月4日，苏州棋手黄俊夺得2023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江苏棋王”称号。这是一场一年一度的属于象棋业余爱好者

的盛会，该项赛事自今年6月30日拉开序幕，历经海选赛、地市赛、省级赛，全国总决赛还未正式开启。在本届棋王赛海选赛阶段，江苏表现突

出，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2023体彩棋王争霸赛江苏表现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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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新时代，青春更精彩。11月15日，第

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在广西南宁落幕。

本次比赛成都代表团斩获21金19银21铜，共

获61枚奖牌，总分1428分，创造了以城市名义

组队参加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历史最好成

绩，成功完成赛前定下的“西部领先、全国一

流”的竞技目标。全面展示了新时代成都青年

的青春风采和拼搏向上的城市精神，充分体

现了成都作为“新一线”榜首城市的综合实力，

完美接续了“成都成就梦想”的大运精彩，直

观反映了世界赛事名城竞技体育厚积薄发的

建设成果。

优势项目屡创新高

八桂大地展成都青春之志

青春，斗志昂扬。此次成都代表团出征学

青会的规模达到1317人，参与了田径、自行车、

赛艇等36个大项45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规模和

参赛项目均创下成都参加全国综合性运动会

的历史之最。

赛场上，成都代表团在传统优势项目和新

兴时尚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21金19银21铜共

计61枚奖牌的出色成绩。分别在自行车、乒乓球、

柔道、艺术体操、轮滑、田径、激流回旋、摔跤、赛

艇等9个项目上夺金，在23个项目上获得奖牌。与

2015年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获14金11银12

铜共计37枚奖牌相比，取得巨大进步。

成都代表团捍卫荣誉，再创佳绩，拿下多

个单项赛事金牌数第一。在田径比赛中，成都

代表团斩获8金4银2铜，17人次获得金牌，在58

个参赛代表队中高居榜首，“成都速度”在八桂

大地狂飙。其中，女飞人刘英兰一人斩获5金，

成为跑道上最闪耀的新星。下一步，她的目标

是全运会、亚运会乃至站上奥运赛场。

自行车赛场，成都代表团获得4金1银2

铜，包揽自由式小轮车所有单项的金牌，同样

在该项目34个参赛代表队中位列第一。张萌

和徐晓颜，在麦迪逊场地自行车比赛中为成

都代表团获得首金，取得开门红。18岁的张

萌，长期坚持在云南高原训练，刻苦拼搏，从

赛艇转项自行车不到3年就走上学青会最高

领奖台，未来可期。

创造历史最好成绩的还有赛艇项目，成

都赛艇少年在七星湖航道收获3金1银2铜，并

产生了6位“双金王”，体现了成都赛艇运动员

的均衡实力和整体水平。一条艇，一条心，一

个力量往前划，彰显了成都代表团团结奋进

的力量。

除了在田径、自行车、赛艇等大项上发挥

亮眼外，成都代表团还在多个小项上取得新突

破。柔道上金、银、铜牌均有入账，轮滑上收获1

金2铜，举重上夺得3银1铜并打破了全国青年

纪录，激流回旋、中国式摔跤实现金牌“零”的

突破……

体教融合硕果累累

社会力量助青训多元共建

少年强，则国强。首届学青会不仅是展示

竞技体育成果的舞台，也是反映体教融合改革

发展的一面镜子。成都代表团中的“学生军”，

成为赛场上的风景线。

在田径赛场掀起夺金狂潮的成都队阵中，

有8人目前在都江堰奥林匹克体育学校和华阳

中学就读。其中，华阳中学是国家级体育特色

传统学校，在2004年将田径列为学校特色体育

项目。近年来，成都市的体校与学校之间的互

融互通也在不断深化，从2002年至今，成都天

府国际竞训中心（成都体工队）在全市设立的

基层校园训练点已超过30个，通过送教练、送

器材、送技术等形式，极大促进了基层田径的

普及与发展，7个训练点发展成高水平项目运

动队，为今天的田径开花结果奠定坚实基础。

无独有偶，参加学青会女子花剑比赛的钟

琳琅，是成都外国语学校初二学生，几天前她

刚参加完学校期中考试，马不停蹄赶到赛场。

在代表成都征战学青会赛场的这支击剑队伍

中，有5人都是在校学生，纯业余选手。他们平

时正常上课，周末练剑，强健体魄的同时，也磨

炼了学生们的意志。

鼓励学校与体校、社会俱乐部合作，将体

育运动项目融入学校体育课、课间活动和延时

服务内容，因地制宜推动“一校多品”学校特色

体育项目建设，近年来已在成都形成相当规模。

目前，全市体育特色传统学校已达到676所，到

2025年，成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市级学校高

水平预备队，将分别不低于800所和50支。

另一方面，社会办训选手也成为成都代

表团征战学青会赛场的重要力量。在击剑、马

术、霹雳舞、轮滑球、技巧、攀岩等运动项目

中，有近百名运动员来自成都各社会体育俱

乐部。如此大规模、多项目地组织社会办训选

手参加全国性综合运动会，这在成都代表团

历史上也是首次。其中，轮滑球、技巧、攀岩均

实现了夺牌目标，体现了成都青少年体育多

元共建的成果。

目前，成都正积极探索社会办训模式，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人才培养，鼓励各中小学

校和社会组织组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同时，

用好体育产业专项资金对青少年社会体育组

织的支持，现已定期在全市组织开展“星级俱

乐部”评选活动。

展望未来接续精彩

成都健儿向更高舞台进发

竞技体育，久久为功。成都代表团在学青

会上取得佳绩，是体教融合、省市共建、科学训

练、精细保障多措并举下取得的成果，也是校

园体育、运动体校、社会体育、职业体育“四线

并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路径的一次有力

践行。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以来，成都持续探索新

时期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如今，全市

重点布局的奥运会优势项目已增至15个，新兴

时尚体育项目达23个，组成了较为完善的竞技

体育项目体系。同时，成都不断拓宽优秀运动

员输送渠道，本周期内向各级国家队、省级运

动队输送优秀运动员100多人。2023年，成都累

计产生世界冠军19名、全国冠军49名。勇夺羽

毛球世青赛亚军的袁安琪，荣获世界青年乒乓

球锦标赛团体赛U15女团冠军的向俊霖、高雨

欣，都是近两年成都涌现出的竞技体育新星。

未来，她们有望代表国家队征战更多国际赛

事，为国争光，为蓉添彩。

今年，是成都体育结出累累硕果的丰收之

年。盛夏，成都向世界呈现了一届具有中国特

色、时代气息、青春风采的大运盛会；金秋，成

都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上收获8金3银1铜，取

得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初冬，成都代表团

在广西学青会上再创新高实现运动成绩和精

神文明“双丰收”，为成都举办、参加三大综合

性运动会圆满收尾。

学青会虽已落幕，但成都故事继续。赛场

上的“成都速度”，将在更长的跑道冲刺；赛场

上的“成都力量”，将在更大的舞台释放———持

续为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成都贡献。

摘得21金19银21铜“成都力量”在学青会上爆发

成都田径“五金王”刘英兰（左一）

潘云华挺举202公斤，打破全国青年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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