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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广西，和风暖阳、丹桂飘香。经过11天精彩激烈的比赛，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于11月15日落幕。学青会坚持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平稳有序、大型活动圆满顺利、保障服务周到细致、竞赛成绩亮点频频，实现了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

学青会由原全国青年运动会和原全国学

生运动会两项赛事合并而来，由教育部、国家

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这样的“强强

联合”让学青会从筹备之初就备受各方关注，

如今，经历过这段时间的“小考”，首届学青会

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屡创佳绩，

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

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

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李辉这样评

价。

据介绍，本届学青会共有101个代表团、

20360名运动员参加。从7月1日曲棍球项目开

始，一直到11月15日上午公开组男子水球比赛

结束，学青会决赛阶段共历时4个多月，设有

805个小项的金牌。

竞技成绩从来都是衡量运动会成功与否

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这个方面来看，各参赛代

表团都不乏亮眼表现。学青会的赛场上，每天

都捷报频传。11月6日，学青会公开组田径比赛

收官，成都队以8枚金牌占据金牌榜首位；11月

10日，在轮滑球决赛的争夺中，广州队展现绝

对实力，包揽男女双冠；11月11日击剑比赛落

幕，8支代表队收获了金牌，上海市黄浦区队凭

借3金，稳居金牌榜榜首；11月12日，举重比赛

结束全部争夺，长沙队以2金1银3铜成为该项

目的最大赢家；11月13日，体操比赛落幕，东道

主南宁队收获5枚金牌，领跑金牌榜；11月14

日，网球比赛收拍，北京市东城区队与济南队

各收获两枚金牌，并列第一……

据了解，在公开组69个代表团中，共有54

个代表团获得金牌，64个代表团获得奖牌，所

有代表团都获得了前8名的成绩。江苏、山东、

广东、福建、湖北、上海、浙江等传统体育大省

继续保持优势，四川等西部地区进步明显，广

西壮族自治区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领导下，不断深化体教融合，加强后备人才

队伍建设，在本届学青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显示出发展竞技体育的巨大潜力。香港、澳门

分别在马术、游泳项目上获得了金牌。

校园组方面的成绩也不遑多让。在为期10

天的比赛中，校园组8372名运动员在10个大项

370个小项中，奋勇拼搏，取得了优异成绩。校

园组有30个代表团获得了金牌，该组所有代表

团均获得了奖牌。47人21队106次打破42项赛

会纪录。传统强省各展优势、竞争激烈，西部省

区实现了成绩突破，特别是西藏代表团获得1

金1银1铜，改写了自1996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后27年无奖牌、无积分的历史。

本届学青会共有6人23次超11项世界青年

纪录，2人1队3次超3项亚洲纪录，1人1队8次超

2项亚洲青年纪录，此外，在射击、举重、田径等

项目上还创造了一批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和全国少年纪录。“成绩单”可谓相当亮眼。

成绩的背后，是不断涌现的优秀体育后备

人才。举重、射击、体操、跳水等我国传统优势

项目和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涌现出一批好

成绩和有潜质的青少年运动员。他们中的许

多人都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让人感叹“英雄

出少年”！

11月6日，学青会公开组举重比赛的现场

人潮涌动，欢声雷动。在女子组45公斤级决赛

中，福州队队员徐璐莹以抓举85公斤、挺举103

公斤、总成绩188公斤的优异成绩，站上最高领

奖台，并多次打破纪录。在抓举环节，徐璐莹第

一次试举就以80公斤的成绩，超78公斤的世界

青年纪录。第二次试举她再上台阶，举起83公

斤。第三次试举，徐璐莹举起85公斤，打破全国

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

在挺举环节，徐璐莹第一次试举过后，就

以185公斤的总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在第三次试举后再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稳

稳将金牌收入囊中。

射击赛场也是惊喜连连。武汉队队员刘雅

菲在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中超世界青年纪

录、亚洲纪录；太原队的“00后”小将赵楠也在

女子25米运动手枪个人决赛中，以60发40中的

成绩夺得金牌，并超亚洲纪录；50米步枪3种姿

势混合团体资格赛中，由杨滨凌、杨鑫晨组成

的福州队，以883环的成绩，超亚洲纪录。此外，

在射击项目中，还有1人1队2次2项超亚洲青年

纪录。

田径赛场上，宁波队的14岁“短跑新星”陈

妤颉先是在女子中学组100米决赛中，以11秒

43的成绩打破了全国少年纪录，同时也超过了

葛曼棋在本届学青会田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

决赛中跑出的11秒56的成绩。随后她又在女子

200米比赛中，跑出了23秒86，超过大学甲、乙

两组冠军成绩。男子组方面也涌现出不少耀眼

新星。乌鲁木齐队的艾力西尔·吾买尔，在男子

400米预赛、决赛中两次打破自己今年创造的

全国少年纪录。广州队的吴昊霖在男子100米

决赛中，以10秒31的成绩打破了尘封10年的全

国少年纪录。

不得不提的还有游泳赛场，有7个小项的

成绩超过了今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成绩。校

园组的比赛更是在现场掀起破纪录的浪潮，有

39人29队93次33项破赛会纪录。体操项目对标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也出现了不少可堪重任

的好苗子。

此外，三大球等我国总体落后的项目也有

亮点。“女子排球比赛中，上海队的王音迪、陈

厚羽，山东队的李晨瑄、孙虹云等运动员已跻

身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男子足球决赛中，

济南队5比4战胜深圳队，在场的媒体和业内人

士都认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高水平青少年比

赛。”李辉介绍。

这些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在本届赛事中

崭露头角，令人耳目一新，“明日之星”已经在

壮美广西冉冉升起。据了解，学青会期间，国家

体育总局专门组建了调研组，针对各项目后备

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和评估。学青会闭

幕后，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对标2028、2032年

奥运会，对标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对本届学

青会呈现出的体育后备人才情况做全面梳理

和分析，充分发挥学青会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明日之星”冉冉升起

本届学青会不仅全面检阅了我国竞技体育

后备力量，更是体现了体教融合改革的成果。比

如，在本次学青会女子举重比赛中超世界青年

抓举纪录，创全国青年、成年抓举纪录的福州队

徐璐莹，还有跑“赢”亚运冠军的宁波队14岁田

径小将陈妤颉。她们都是体教双方共同发力的

“成果”———她们上午在学校上课、下午在少体

校训练，是通过体校与优质教育资源结合的培

养模式，打造出来的“体教融合”冠军。

李辉表示，学青会是体教融合的重大改革

成果之一，也是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

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三年后，对体教融

合的一次全面检验。从这次取得好成绩的运动

员身上，可以看到体教融合在他们成长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这样的青少年体育人

才会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通过三年的实践，全国各地在

体教融合上的成果也已逐步显现，比如在打通

上升渠道、拓宽运动员出入口、丰富赛事体系

等难点方面，各地形成了很多创新做法，特别

是在市区县两级，为未来更进一步的体教融合

提供了丰富借鉴。

李辉表示，接下来，总局青少司会继续以

深化体教融合为工作主线，一方面发挥体育优

势和作用，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推广一

批体育干预手段和方法，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

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也要紧抓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汇集多方力量，从体校、学校、社会俱

乐部、青少年联赛中发掘、培养“好苗子”，实现

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首届学青会上，体教间的融合不仅体现

为赛事融合，也体现在理念融合。大赛期间，组

委会成功举办了学青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由体

教双方紧密配合，经各省级体育、教育部门审

核推荐，共收到论文2423篇，评选出获奖论文

928篇，其中176篇为案例专题论文。报告会组

织了“体育精神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校体

育学术研究动态与成果转化”2个大会论坛，

“体教融合，共创学校体育未来”“健康第一，强

体强教强国”“五育并举，培养时代新人”等3个

平行论坛，以及121场大会报告和学术交流。报

告会针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领域的焦点、热点

和难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还设置了科报会

学术墙报展、体育学术期刊展、体育文化展。报

告会闭幕式上还就加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工

作发出了《南宁共识》。

此外，在赛事筹备及赛场之外的各类活动

中，体教融合的理念也随处可见。第一届全国学

生（青年）运动会组委会副秘书长、教育部体卫

艺司一级巡视员郝风林介绍，在筹备首届学青

会的过程中，三家主办单位紧密合作，一体化设

计、一体化推进，实现“六个统一”，即统一领导、

统一组织、统一标识、统一信息、统一宣传、统一

保障，成为推进体教融合的一个实质性步骤。

在学青会赛场上，运动员们激烈角逐、屡

创佳绩，展现了青春风采和奋进英姿。而在赛

场之外，同样忙碌着一批青春的身影。赛会

1.65万名学青会志愿者“小青芒”用饱满的热

情、温暖的笑容、辛勤的汗水和优质、高效、专

业的志愿服务，彰显了中国青年的青春本色。

据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组委会

副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武建斌介

绍，本届学青会中，来自广西全区32所高校的

1.65万名“小青芒”，基本上都是“00后”的青年

学子。自7月9日学青会冲浪决赛在北海开赛以

来，“小青芒”就陆续上岗，服务在全区14个市

49个比赛场馆，以及开闭幕式、运动员村、主媒

体中心、机场、车站和城市志愿服务站等场所，

为学青会累计提供了超过128万小时的服务时

长。

武建斌表示，学青会不仅是竞技者的圆梦

舞台，也是广大青年践行“强国有我”铮铮誓言

的奋斗舞台。全体“小青芒”牢记职责、步调一

致、行动自觉，以“主人翁”的姿态默默付出，充

分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展示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奋发

有为的精神风貌。“小青芒”的辛勤付出也得到

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截至目前，“小青芒”志愿

服务团队共收到来自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和媒体的百余封感谢信和10多面锦旗。

武建斌介绍，为加强学青会志愿者服务信

念，在招募培训阶段，组委会就举办了学青会

志愿者骨干研学营，开发了学青会志愿者培训

系统，制作了18门30学时的培训课程，通过“线

上自学+线下集中”相结合的方式，组织1.65万

名“小青芒”开展了系列培训。在赛时服务阶

段，组委会打造了志愿者之家、读书角等各个

主场景，引导“小青芒”结合志愿服务实践，谈

感受、谈理想、谈收获，并推出了“我与学青会

的志愿故事”“我眼中的小青芒”等系列主题活

动，全方位引导青年志愿者在服务学青会的过

程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赛后总

结阶段，也将及时做好学青会志愿服务管理模

式、实践经验、实质产品等方面的成果转化。

让学生青年成为主角

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亮点纷呈

青春不散场 未来更精彩

各代表团成绩可圈可点

广州队选手吴昊霖（左）在比赛中。

借筹办承办首届学青会东风，广西也开动

了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力引擎。学青会不仅让更

多人看到了广西青少年在体育方面的天赋和

潜力，也为广西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魏鹤介绍：

“通过筹办学青会，进一步加大了体育后备人

才的培养力度，夯实青训体系。我们从去年6月

开始，面向学校，面向社会，展开了广西优秀体

育后备人才的选定计划。参加测试的青少年超

过两万人次，一批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入选了

国家训练营和国家队、国青队、国少队，以及自

治区运动队，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训

练的积极性，也厚植了竞技体育长远发展的人

才基础。”

此外，魏鹤表示，首届学青会是应体教融

合改革而生，办好学青会也是广西深化体教

融合的重要抓手。“我们借助筹办学青会，不

断加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及

投入力度，不断夯实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推动

青少年体育发展取得新进步，也开创了新的

局面。”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伍锦昌也

表示：“我们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帮助学生在体

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从硬件设施来看，学青会也推动了广西体

育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这些为学青会而新

建、改建的体育场馆、设施，未来都将成为广西

体育发展的基石，为当地体育训练、比赛，以及

全民健身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魏鹤介

绍：“筹备学青会以来，全区累计建成各类体育

场地2万多块，包括青少年和学生使用率很高

的一大批足球场、篮球场。本届学青会新建和

维修改造了49个比赛场馆，从规划、选址和设

计阶段就注重了场馆的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

考虑了后学青会时代，为青少年体育和全民健

身进行服务。”

魏鹤表示，未来广西将谋划好后学青会时

代广西青少年体育发展，充分发挥学青会留下

来的场馆设施资源，组织开展各类青少年体育

训练和赛事活动，持续巩固学青会大赛的成

果，深化体教融合，有力推动青少年健康发展

和后备人才培养，为体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

学青会赛场上，广大体育健儿奋勇争先，

亮眼的成绩是广西青少年体育实力的一次全

面展现，也让我们对广西体育事业的未来充满

期待。

福州队举重选手徐璐莹

本版撰文 卢苇 冯蕾 刘昕彤

宁波队的14岁“短跑新星”陈妤颉

广西体育事业扬帆远航

体教融合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