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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

召开全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11月29日全

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

分析当前体育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形

势，部署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稳定各项

工作。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重要

意义，增强责任感、执行力，以对党、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落实好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履行

“三管三必须”的责任，以安全生产工

作的良好成效拥护“两个确立”、践行

“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根据冬春季特点，深刻

汲取体育领域典型事故的教训，以赛

事活动安全为重点，健全赛事活动责

任体系；以场馆设施安全为重点，健全

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以冰雪运

动安全为重点，提升冰雪运动产业发

展质量；为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创

造安全环境。

会议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抓住重

点环节和关键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不

断提高抓安全保稳定工作能力，突出

抓好冬春季消防安全防范、运动队管

理、网络及数据安全、干部职工教育管

理、信访工作，强化落实责任，对安全

责任事故或存在违规违纪、失职失责

行为的严肃追究责任，以务实有效措

施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体育强国

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会议由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张家胜主持，体育总局各厅、司、局，

各直属单位，有关全国性体育社会组

织，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150余人

参加了会议。 （曹彧 王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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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东烨

2小时07分09秒，时隔259天，全国男子马拉松纪录再次

被改写。

“破了（全国）纪录也没想怎么庆祝，回国后想向教练请

两天假，回家陪陪老婆和小孩儿。我小孩儿3岁多了，我俩视

频时总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还说好想我。”打破全国男子马

拉松纪录后，杨绍辉平静地表示。

12月3日，2023年福冈国际马拉松开跑，杨绍辉以2小时

07分09秒夺得亚军，超越何杰今年在无锡马拉松跑出的2小

时07分30秒，创造了新的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

前5公里，杨绍辉与另一名中国选手丰配友采取紧跟第

一集团的策略，25公里时配速相比前15公里略有下降。26至

30公里，两位中国选手用时15分钟，并以1小时29分43秒完

成30公里，配速稳定在3分钟/公里。31至35公里，杨绍辉紧

跟日本名将细谷恭平，第一集团只剩6人，丰配友在33公里

后逐渐掉队，并以落后领先选手11秒通过35公里。

最后5公里，杨绍辉在40.5公里后提速，反超细谷恭平

和一名挪威选手，最终以2小时07分09秒获得亚军，将何杰

保持的全国纪录提高了21秒。杨绍辉在此役中还击败了所

有日本选手。肯尼亚选手迈克尔·吉泰以2小时07分08秒夺

冠，仅领先杨绍辉1秒。丰配友以2小时08分07秒名列第六，

成为第三位达标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马拉松男运动员。届时，

中国男子马拉松将在巴黎奥运会上满额参赛。

杭州亚运会后，杨绍辉就有了参加福冈马拉松的计划，

“主要想突破一下自己，我准备比赛的时间不长，大概十五六

天。”赛前，杨绍辉就已经知道了本次比赛的配速是2分59秒，

另一个是3分2秒，“我没有纠结要跑出什么成绩，但一定要往

前跑，哪怕跑崩了也要尝试一下。赛前同教练沟通，这次哪怕

破不了全国纪录，还是想在2023年最后一个月突破自己。所以

教练也为我单独制订了训练计划，我根据计划准备比赛。”

杨绍辉赛后表示：“回国后马上就要投入冬训，具体还

要看教练的安排。我希望冬训多吃苦，明年能有好的表现。”

本报记者 顾 宁

北京的初冬寒意袭人，与天气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这座城市火热开展的全民健身

活动。不论男女老少，不管年龄大小，越来

越多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参与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通过运动健身追求健康

与快乐。

品牌赛事提档升级

公园“半马”作为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

体育总会主办的品牌赛事，受到广大跑者的

欢迎，日前举办的第五十六届公园半程马拉

松北京公开赛暨房山半程马拉松赛，作为房

山区首场由中国田协认证的A类“半马”赛

事，吸引了5000余名跑者参与。

赛事依托当地特有资源，以房山新城风

貌与自然生态美景相结合，串联起城市的现

代化与自然景色的古朴之美。同时，赛事延

续体育市集这一首创概念，充分发挥“体育

+”作用，邀请组织优质企业及体育周边产

业经营企业积极参与，用体育消费带动房山

区经济发展。组委会还特设500个慈善名额，

所得善款全部捐给房山区史家营乡，为当地

灾后恢复重建贡献力量。

北京市体育总会负责人表示，本届赛事

按照中国田协标准运营，赛前筹划、赛事服

务、赛道补给、文化氛围等方面深受参赛者

好评。赛事用完善的竞赛组织、温暖的赛道

服务、特色的文化体验，为房山区发展注入

新活力。组委会还以本次赛事为契机，精益

求精，为群众提供更多样、更丰富、更优质的

路跑赛事，助力首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为

建设体育强国贡献力量。

小众项目大众参与

在全民健身领域，拳击属于小众项目，

但北京近年来参与拳击赛事的人数呈上升

趋势。日前举办的第十五届北京市体育大会

暨第九届全民俱乐部金腰带挑战赛吸引了

37家俱乐部，年龄最小的拳手仅5岁。

本次比赛有连续参加今年相关比赛的

拳手，9岁的小姑娘楚晗4次参赛，经过锻炼，

她的技术风格越来越沉稳，不仅得到大家的

赞赏，还增强了自信。楚晗说：“我很喜欢拳

击运动，能有机会参加比赛非常开心，我今

后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下转第二版）

杨绍辉打破马拉松全国纪录

冬训要跟自己较劲

北京多向发力创新群众赛事

苏翊鸣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安灵均摄

本报记者 李晓洁

90+分数频现、花样创意动作翻新、技

巧难度动作不断升级……2023—2024赛季

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

杯的赛场，成为顶尖选手“神仙打架”的舞

台。

由于项目自身特点，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的空中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在资格赛中就有

多位男选手突破90分大关。来自芬兰的埃利

亚斯·叙耶凭借创意十足的动作拿到资格赛

全场最高分95.00分，他在第二跳做出倒滑

左板尾粘跳540反拧360，以突破身体惯性的

逆向转体展现了新的技巧组合。

美国选手亚历山大·霍尔在决赛第一

轮就跳出右脚两周偏轴转体1080反拧900

再加抓板动作，裁判给出91.75分的第一轮

最高分也让他一只脚踏上了领奖台。冠军

和亚军选手得分均超过180分。在10名选手

3轮共30次滑行中，共打出9个90分以上的

成绩。“现在，很多有天赋的运动员技术动

作创新也在朝着多元化发展，新秀不断推

动我们做出更高难度和更有创意的动作，

这才能让这项运动更有趣味性。”亚历山

大·霍尔表示，北京的大跳台场地是永久性

的，这让比赛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利于

选手大展拳脚。

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

自北京冬奥会后再次在该场地夺金。21个月

前，他两个方向的1800动作助其摘得冬奥会

金牌，而本站世界杯，正脚内转1800已成为

他的拿手动作。北京冬奥会时，决赛的12名

选手成功做出8个1800，苏翊鸣做成其中两

个，当时还没有人能在比赛中做出1980。本

次北京站世界杯决赛，全场做成3个1980、9

个1800，由此可见，苏翊鸣这枚金牌的含金

量。

上一站世界杯该项目冠军、日本选手荻

原大翔也是决赛中苏翊鸣的强劲对手之一，

可惜他在三轮比赛均发挥失常排名垫底。作

为2005年出生的选手，他已能做出反脚外转

1800、反脚内转1980，甚至正脚内转2160。通

过本站比赛可以看出，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

项目已经进入“1980时代”。

本报记者 李晓洁

在刚刚结束的2023—2024赛季国际雪联单板

滑雪大跳台世界杯比赛中，三名亚洲选手苏翊鸣、

木俣椋真、木村吉良站上了男子组领奖台。单板滑

雪男子大跳台有43名选手参赛，11人来自亚洲。决

赛的10个席位，亚洲选手占据7个。

获得冠军的中国选手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时

一鸣惊人夺得金牌，时隔21个月，他再次回到首钢

滑雪大跳台。未参赛的这段时间，苏翊鸣潜心训

练，以一个正脚内转1980的动作宣告自己不仅状

态未减，还稳步提升。日本的木俣椋真和木村吉良

也拿出1980的难度，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另一名日本选手长谷川帝胜虽然只获得第四

名，但实力不可小觑。上赛季世锦赛，他是继苏翊

鸣后第二个能在两个起跳方向做出1800转体的选

手，并获得冠军。今年9月，他在新西兰成功跳出四

个方向1980动作，成为完成这一难度的首位单板

滑雪运动员。

在本站世界杯决赛排名垫底的日本选手荻原

大翔未能发挥出真实水平，他是上一站世界杯该

项目冠军，不仅能完成反脚外转1800、反脚内转

1980，还打开5圈大关，跳出正脚内转2160难度动

作。在资格赛中以0.5分止步决赛的宫村结斗是今

年日本诞生的新星，他是继长谷川帝胜后第二个

用四个方向全部跳出1800的人。长谷川帝胜、荻原

大翔、宫村结斗均为2005年出生，他们未来将是苏

翊鸣的主要对手。

决赛中，两名韩国选手李超恩、李栋勋也在尝

试1800和1980动作。另一名中国选手杨文龙虽然

止步资格赛，但他在上一站世界杯做出全场唯一

的1800动作，并获得第6名的个人最好成绩。

单板滑雪大跳台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成为正

式比赛项目，当时参加女子决赛的12名选手中有3

位来自日本，而男子组决赛则是欧美人的天下。四

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不仅有更多亚洲选手入围决

赛，不满18岁的苏翊鸣更是摘得金牌。女子组除了

岩渕丽乐、鬼塚雅等日本选手外，中国小将荣格首

次参加冬奥会便获得第5名。从项目入奥，到鲜有

亚洲面孔，再到亚洲选手成为领奖台常客，在单板

滑雪大跳台项目上，亚洲选手已成为主力。

滑雪大跳台世界杯上演创意难度大战

单板滑雪大跳台亚洲势力崛起

苏翊鸣重回“福地”再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