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思彤

2023年即将过去，回首这一年，中国水上运动

稳扎稳打，在做好巴黎奥运备战、全力冲击奥运资

格、确保完成杭州亚运会任务的同时，积极开展青少

年培训和全民健身活动、扩大水上运动参与人口，促

进项目的市场和产业发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推动

了皮划艇、赛艇、帆船帆板项目的高质量发展。

皮划艇赛艇：全力冲击巴黎奥运会

中国静水皮划艇队在2023年的表现相当亮

眼。世锦赛一鼓作气满额拿下巴黎奥运会全部10

个项目的参赛资格，亚运会在参加的10个项目中

摘得9块金牌。

在德国杜伊斯堡世锦赛上，中国队由徐诗晓/

孙梦雅、刘浩/季博文、林文君在奥运项目上收获1

金1银1铜。其中，收获金牌的是东京奥运会女子双

人划艇500米项目的冠军组合徐诗晓/孙梦雅，她

们二人自2019年首次搭档征战世界锦标赛至今，

在各项比赛中从没有输过。虽然巴黎奥运周期世

界女子划艇的整体水平提高很快，她们也面临了

越来越多的困难，不过这对世界顶尖组合仍然是

最有希望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选手。

获得男子双人划艇500米银牌的“老带新”组

合刘浩/季博文实力也不容小觑。刘浩是东京奥运

会的银牌得主，季博文是2002年出生的小将，他们

自2022年开始搭档，始终是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常

客。相信随着季博文的不断成长成熟，这对组合也

很有希望在巴黎延续中国男子划艇的辉煌。

中国赛艇队2023年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两个重

要赛事中都有良好发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在塞

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世锦赛上共获得了5个项目的

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其中由东京奥运会冠军崔

晓桐、吕杨、张灵、陈云霞组成的女子四人双桨艇

奋力拼搏，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虽然不敌传统

强队英国、荷兰，但是依然展示出了面向巴黎所具

备的夺金实力。在紧随其后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

赛艇继续保持状态，参赛13项拿到11金2银，亚洲

霸主地位无可撼动。

目前，中国皮划艇、赛艇已经进入了巴黎奥运

会前的最后一个冬训，队伍将调动一切力量，全力

以赴，确保奥运夺金任务的完成。

帆船：竞技成绩行业发展双丰收

中国帆船帆板的2023年在高潮中收尾。在12

月19日结束的亚洲帆船锦标赛上，中国帆船帆板

健儿奋勇拼搏，获得混合470级帆船、男子49人级

快速艇、女子49人级快速艇、混合诺卡拉17级双体

船和女子爱尔卡6级单人艇5项冠军，并成功拿到

了这5个小项的巴黎奥运会资格。加上此前在海牙

世锦赛及杭州亚运会获得的男女水翼风筝板、男

女水翼帆板的4个奥运名额，中国帆船帆板已斩获

9个巴黎奥运会资格，创下境外参赛获得奥运资格

数量之最。

同时，2023年也是中国帆船运动不断普及深

入，逐渐融入城市发展、百姓生活的一年。中帆协

全年共主办、参与主办、认证、指导群众、商业类赛

事30余场。其中“中国家庭帆船赛”的品牌影响力

不断扩大，让更多地区特别是内陆地区加入到了

帆船运动的大家庭；5站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的总

参赛人数达到1200余人次，单站最大规模达到360

人，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小水手积分排名体系不

断完善，年度认证积分排名赛事超过35场，参与积

分排名的小水手多达1500余人，在推广了帆船运

动的同时，也为中国竞技帆船后备人才培养了一

股新兴潜在力量。

冲击巴黎 水上奋力前进

本报记者 李东烨

2023年，中国田径队在冲击奥运会达

标线的同时，也要应对田径世锦赛和杭州

亚运会的考验。

本赛季，中国田径有惊有喜，在7月进

行的泰国田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短跑新

一代领军人物谢震业率一众新锐出击，获

得8枚金牌，但仅为日本队的一半，22枚奖

牌也被印度队超越，仅列奖牌榜第三。田

径亚锦赛的低迷也给随后的布达佩斯世

锦赛蒙上阴影。

8月27日，2023年布达佩斯田径世锦

赛进入收官日。随着小将丰配友在男子马

拉松比赛中冲线，中国田径队结束了本届

世锦赛的征战。本届世锦赛中国队整体表

现不佳，只有两枚铜牌入账。与上一届世

锦赛一样，中国队比较有竞争力的项目仍

然集中在女子投掷项目。2022年俄勒冈世

锦赛女子铁饼冠军冯彬在本届世锦赛投

出68.20米的个人第二好成绩收获季军，

为中国田径队收获本届世锦赛首枚奖

牌。值得肯定的是，虽然冯彬未能卫冕，

但她在决赛中四次突破个人赛季最好

成绩，证明了自身实力。“这是我职业生

涯以来发挥最完美的一场比赛，每一次投

掷都在提高。这一枚铜牌有非常大的意

义。”冯彬表示。

除冯彬之外，中国队的另一个亮点是

老将巩立姣。她在本届世锦赛女子铅球决

赛中投出19.69米收获铜牌，这是中国田

径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二枚奖牌。此次布

达佩斯世锦赛将女子铅球放在了整个赛

程的倒数第二天，而且资格赛和决赛在同

一天举行。对于已经34岁的巩立姣来说，

即便她的心理状态和临场调整能力都要

优于其他年轻选手，但对体能还是一个不

小的考验。

经过了布达佩斯世锦赛的败北后，中

国田径重整旗鼓。杭州亚运会上，中国田

径在48个小项49枚金牌（含两枚并列金

牌）中独揽19金。此外，中国队还收获11枚

银牌和9枚铜牌，无论金牌数还是奖牌数，

都高居首位。

本届亚运会，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依然

保持强势，老将继续发挥中坚作用，新秀

敢打敢拼，求胜欲望强烈，不仅为取得佳

绩奠定了基础，还为备战巴黎奥运会增

添了信心。从亚运会奖牌情况看，每一

块金牌都含金量十足。中国田径在本次

亚运会共刷新两项赛会纪录，还包揽了

男女100米金牌、男女4×100米接力金

牌，何杰赢得中国首枚男子马拉松亚运

金牌，都让外界看到了中国田径寻求突破

的决心和努力。

除了世锦赛和杭州亚运会，中国田径

在单项赛事上也在不断追求突破，全国男

子马拉松纪录两次被改写。3月，何杰在无

锡马拉松跑出2小时07分30秒，打破了尘

封16年的全国纪录。12月，杨绍辉在日本

福冈国际男子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7分09

秒夺得亚军，再次刷新中国纪录。

如今，田径健儿都进入冬训状态，接

下来的目标就是冲击巴黎奥运会的达标

资格。目前，中国田径选手已在9个小项上

实现成绩的达标。其中，女子马拉松、女子

20公里竞走、男子20公里竞走3个项目都

实现了满额参赛，男子马拉松有2人确定

达标。此外，男子跳远的王嘉男、女子铁饼

的冯彬、女子链球的王峥、女子铅球的巩

立姣和宋佳媛、女子100米栏的林雨薇和

吴艳妮都已达标巴黎奥运。

刘诗颖、葛曼棋、韦永丽等名将虽成

绩还未达标，但凭借积分排名也位列榜单

之中。谢震业在杭州亚运会破10秒的成绩

因超风速未能计入奥运达标，仍需在新赛

季继续冲刺。男、女子4×100米接力项目

的奥运参赛资格，则需通过明年5月的世

界接力赛决出，中国男女接力队获得奥运

资格的希望很大。

愈挫愈勇 田径触底反弹

拿满资格 射击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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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圆

回首2023，国羽表现可圈可点，在5个项目上都呈现出较强

的竞争力。东京周期成长起来的运动员继续保持高水准，新生代

运动员迅速成长，开始抢班夺权。苏迪曼杯半决赛大逆转，亚运

会男团决赛的大逆转，两次重要的胜利，展现了这支队伍的热血

团魂，更体现了“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

今年国羽收获了三项团体赛冠军，实现苏迪曼杯三连冠，卫

冕亚运会男团冠军，夺得亚洲混合团体锦标赛冠军。其中，在今

年5月苏迪曼杯半决赛中，男双组合刘雨辰/欧烜屹在日本组合

保木卓朗/小林优吾手握四个赛点的情况下力挽狂澜，扳平大比

分，中国队最终3比2力克对手晋级决赛，成为2023年国羽最经典

和最难忘的战役。10月的杭州亚运会男团决赛中，中国队对阵印

度队，从0比2到3比2，再次以惊天大逆转的方式拿下冠军。

在单项赛方面，国羽世界羽联各级巡回赛全年共斩获51冠，

遥遥领先第二名日本队27冠，第三名韩国队25冠。亚运会国羽除

了取得男团金牌外，在单项赛上共入账3金2银2铜，金牌数和奖

牌数都比上一届有所增加。

在这一年，从东京到巴黎的一些运动员依然保持着高水准，

女双世界第一陈清晨/贾一凡一年斩获八冠，四次夺得世锦赛冠

军；混双世界第一郑思维/黄雅琼一年斩获七冠，胜率高达87.5%；

陈雨菲全年斩获四冠，多次闯入四强，依然保持着稳定性；石宇奇

虽然没有收获单项冠军，但在苏迪曼杯上全胜的战绩，全英赛、亚

运会和年终总决赛都闯入决赛，重新展现了自己的竞争力。

国羽年轻小将在这一年崭露头角。男单的李诗沣斩获全英

赛和亚运会两项分量很重的冠军，在亚运会男团决赛，中国队0

比2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李诗沣力挽狂澜，为中国队吹响了反

击号角，第五场出场的翁泓阳也顶住压力，帮助中国队实现逆转

好戏。经过一年多的配合，梁伟铿/王昶本赛季斩获四冠，排名来

到世界第一，今年才参加高水平比赛的女双组合刘圣书/谭宁赛

季斩获四冠，世界排名来到第八。同样今年才参加高级别比赛的

混双组合蒋振邦/魏雅欣，赛季同样斩获四冠，世界排名第五，另

外冯彦哲在奥运冠军黄东萍的带领下，也不断进步，赛季他们取

得七冠，世界排名位列第四。这些年轻人的快速成长，进一步提

升了国羽的竞争力，也成为国羽2023年最大的收获。

巴黎奥运积分赛从今年5月1日至2024年4月28日，截至目

前，国羽5个单项都符合满额参赛要求（每个单项两个席位），部

分单项不止有两名/对选手在前16/前8。

本报记者 李东烨

2023年是中国游泳力创佳绩的一年，不但在

福冈世锦赛上向世界展示中国泳军的实力，在杭

州亚运会上更是捍卫了亚洲霸主的地位。

福冈世锦赛，中国游泳队派出了41人参加全部

42个小项的角逐。此次福冈世锦赛是巴黎奥运会达

标赛。面对相较于东京奥运会更高的达标门槛，队

员们在比赛中勇创佳绩，拼抢参赛资格。中国游泳

队以5金3银8铜的成绩排名游泳项目金牌榜第三位，

创造了继1994年罗马世锦赛后的历史最好成绩。同

时队伍创造了1项世界纪录、9项亚洲纪录、1项世界

青年纪录，4个摘得奖牌的接力项目第一时间拿到了

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特别是男女4×100米混合泳

接力项目在世锦赛上首次摘金。

收获4金1银的覃海洋表现最为抢眼，成为首

位在单届世锦赛上包揽50米、100米、200米男子蛙

泳全部金牌的运动员。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男子

200米蛙泳世界纪录，以及50米和100米蛙泳亚洲

纪录。奥运冠军张雨霏斩获2金1银2铜，李冰洁拿

到1银2铜，世界冠军徐嘉余强势回归收获1金2银1

铜。此外，“00后”也展现了担当，22岁小将孙佳俊，

20岁小将彭旭玮、吴卿风，18岁小将潘展乐、董志

豪，17岁小将余依婷、程玉洁等都有上佳表现。

在世锦赛结束不久后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泳

军又用28金的成绩彰显了自己在亚洲泳坛的绝对

实力。蝶后张雨霏更是以优异的表现成为了6金王，

另外覃海洋、徐嘉余也分别获得了5金1银和5金。

近几年，中国游泳队在各个项群上都涌现出

了一批优秀运动员，老将新星全面出击，呈现出多

点开花的局面。杭州亚运会上中国游泳的出色表

现，不仅在于金牌的数量多，更在于获得金牌的成

色高，破纪录仿佛“下饺子”，其中有6个项目打破

了亚洲纪录，多个项目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张雨霏的女子100米蝶泳游出了今年世界最

佳的55秒86，汪顺在男子200米混合泳表现出的1

分54秒62同样位列世界第一，潘展乐则成为了

2023年首位在男子100米自由泳上打开47秒的运

动员，由徐嘉余、覃海洋、张雨霏、杨浚瑄组成的男

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队和由徐嘉余、覃海洋、王

长浩、潘展乐组成的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队

分别以3分37秒73和3分27秒01打破了亚洲纪录，

而覃海洋男子100米蛙泳57秒76的成绩，已经让他

有足够的底气向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2023年，从5月的全国冠军赛到7月的世界锦标

赛，9月的杭州亚运会再到12月的全国锦标赛，中国

游泳健儿们表现出了强劲实力和巨大潜力，相信这

些都将为他们备战巴黎奥运会增加底气和信心。

频破纪录 游泳多点开花

永不放弃 国羽全面出击

冯彬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李诗沣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回眸2023展望2024

本报记者 扈建华

即将过去的2023年，对于中国射击队

来说，是备战巴黎奥运会至关重要的一

年。这一年，射击队不仅在世界杯、世锦

赛、亚运会、亚锦赛等一系列大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更重要的是，队伍已经提前拿

满巴黎奥运会满额席位，为最后的冲刺备

战赢得了有利局面。

2023年国际射联射击世锦赛（全项）8

月在阿塞拜疆巴库进行，中国队以15金7

银6铜的成绩，以巨大优势位列所有参赛

队首位，并获得7个奥运席位，创造了队伍

在世锦赛奥运项目上的历史最佳成绩。

转战杭州亚运会之后，射击队在主场

作战更是打出了优异成绩，不仅毫无悬念

地位列奖牌榜首位，还刷新了3项世界纪

录。小将盛李豪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

以253.3环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杭州

亚运会中国选手创造的第一项世界纪录。

随后的韩国昌原亚锦赛，刘锐、田珈铭分

别拿到女子25米手枪、男子50米步枪三姿

奥运席位，至此中国队也拿满了巴黎奥运

会步手枪项目全部席位，为最后阶段的冲

刺备战赢得了先机。

11月的射击世界杯总决赛中，连续

征战的中国队再次取得佳绩，继续位列

所有参赛队伍奖牌榜首位。在做好国际

比赛参赛的同时，射击队完成了巴黎奥

运会初步队伍选拔。经过两个阶段共4

场比赛的激烈争夺，综合世锦赛、世界

杯等国际比赛积分，产生了巴黎奥运会

初步队伍名单。

选拔产生的初步队伍以年轻队员为

主力军，既有李越宏这样经验丰富的老

将，也有像马思涵这样2008年出生的小

将。挑起大梁的是2000年前后出生的队

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如黄雨婷、苗婉茹、

刘锦尧、张琼月、李雪、卢恺曼等都在巴黎

周期的世锦赛、世界杯上有过精彩表现，

还有姜冉馨、杨皓然、盛李豪等在东京奥

运会上有过出色发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