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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部国华

“换发球，7比5。”日前，在河南省洛

阳市伊滨区新源嘉苑社区，乒乒乓乓声

中，2024年“洛阳球王”乒乓球争霸赛社

区选拔赛激战正酣。虽然是社区比赛，

裁判却是重量级———国家一级裁判吴

捷。执裁过专业的全国锦标赛，再执裁

社区比赛，吴捷感触颇深：“基层比赛重

在参与，通过赛事推动乒乓球发展，强

身健体，促进邻里关系，乒乓球成为大

家联络感情的纽带。”

吴捷也是首届“洛阳球王”乒乓球

争霸赛总决赛的裁判，在他看来，仅一

年时间，洛阳的群众乒乓球运动有了飞

跃发展。“大家积极性特别高，特别是今

年，不但热情高，技术水平也在提高。”

吴捷说。

场地设施是基础，赛事活动是驱

动。“国球两进”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把乒乓球等深受群众喜爱的运动

项目带到大家身边，让更多人走进运动

场地，从体育活动的观众变成主角，从

运动中获得健康、感受快乐。

近年来，洛阳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

体育公园和各级各类体育设施，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延展了

工作的链条和效能，丰富了全民健身的

内涵和外延。“洛阳球王”乒乓球争霸赛

就是推进“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

等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

2023年“洛阳球王”乒乓球争霸赛

时长3个月，共包含135场周海选赛、3场

月赛决赛、1场年度总决赛，办赛地点覆

盖了各县区的社区体育公园，受到广大

乒乓球爱好者的一致好评。项目设置、

晋级方法、奖励方案均得到高度认可，

共有81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乒乓球爱

好者参与其中，累计吸引了超过25000

名群众走出家门，享受乒乓球运动带来

的快乐，年度总决赛的网络直播累计观

看量达到30万次。

2024年“洛阳球王”乒乓球争霸赛

对竞赛组别、参赛模式、各项保障措施

进行了全面升级，比赛时长达10个月，

分为4个赛季，每个赛季均设置15场周

海选赛、1场赛季决赛，年底还将举办

年度总决赛。在2023年赛事的基础上

将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更改为

青少年组（18岁及以下）、青壮组（19岁

至45岁）与长青组（46岁至65岁），这样

的组别设置，使各年龄段的参赛人员

都能有最佳的比赛体验。每个赛季单

独统计成绩，同时保留了周海选赛依

托社区体育公园举办的模式，满足广

大乒乓球爱好者“周周有赛事”“周周

有球看”的需求。

在宜阳君河湾健身中心，选拔赛也

在同步进行中，宜阳县乒乓球协会会长

马海霞也是参赛选手。她说：“协会于

2014年成立，去年的球王争霸赛后，有

了更多新注册的会员，现在有注册会员

376人，但经常报名参加比赛的达到

4000人，年龄最大的七八十岁，最小的

四五岁。”

41岁的刘兴智是一位面馆老板，最

近他每天中午结束生意后，就从洛阳市

伊滨区诸葛社区的家里，到5公里之外

的立雪社区体育公园参加比赛。“我是

来学习的。”刘兴智笑着说。3年前，他因

为身体原因，被朋友拉着打起了乒乓

球，从此便爱不释手。“打球后，我的血

压再也没高过，体重减轻了20多斤。”切

实享受到乒乓球进社区、进公园带来的

好处，刘兴智也带着孩子打球。“我儿子

刚刚参加了‘乡娃杯’乒乓球赛，前两天

我们俩还切磋了一下，结果我被打败

了。”

乒乓球在洛阳有着非常广泛的群

众基础，目前全市乒乓球项目的注册运

动员有500余人、协会会员6000多人，每

年举办市级乒乓球赛事超过10场，8000

余人次参加比赛。高水平赛事平台的搭

建，在洛阳市各县区进一步掀起了“乒

乓风暴”。

周周有比赛，不限区域，不限性别，

极大促进了各县区之间的乒乓球交流，

在洛阳城内掀起了打乒乓球的健身热

潮。洛阳市体育局局长赵红飞说：“我们

不但要将场地建在群众身边，也要将高

水平赛事、健身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延

展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的活动链

条，把好事办在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王 辉

望城区千龙湖、铜官窑景区，雨花区石燕湖景

区，长沙县 梨陶公庙码头，浏阳沙市镇、官渡镇……

从5月底开始，湖南长沙多地举办了龙舟赛，既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龙舟好手组队逐浪星城，更有广大市

民游客棹影斡波，一试身手。整个长沙的水面呈现

出“百舸争流”“千龙竞渡”的热烈景象，掀起一浪又

一浪的欢呼与激情。

踏浪争先 近百支龙舟队比拼

6月9日至10日，“千龙龘龘‘粽’横潇湘”2024年

长沙市龙舟邀请赛暨望城区端午龙舟文化节在千龙

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举行。全国多地近百支龙舟队劈

波斩浪，上演了“速度与激情”的比拼。

此前，一则南京公安龙舟队叫板长沙龙舟赛的

视频走红网络，“拿不到冠军，游回南京”的豪言壮语

点燃了各支龙舟劲旅的熊熊斗志。长沙各地龙舟队

纷纷应战，喊出“赢哒小龙虾，输哒不回家”，让这场

龙舟赛备受各界关注。

“湖南不愧是龙舟文化的发源地，大家的热情直

接把氛围感拉满了！”赛后，浙江绍兴龙舟队领队蒋

作宇分享他的感受，“湖南的龙舟和绍兴有很大不

同。绍兴河道狭窄，所以龙舟身形较为狭长，我们把

传统龙舟叫做‘泥鳅龙舟’。千龙湖水面开阔，无论是

赛道还是环境，都相当不错。”

热度爆棚 梨龙舟火遍全网

5月28日，在长沙市浏阳河沿岸，今年首场民间组织的龙舟“收标”邀

请赛举行，火炬村、鸭子铺、侯照、潭阳洲等地的近20条龙舟汇聚 梨湾，

开展自由竞渡。在没有任何官方宣传预告的前提下，当天晚上4个小时，浏

阳河沿岸便有3万人到场观赛。

年轻人对传统龙舟赛的喜爱是推动龙舟赛火爆“出圈”的重要推

手，这背后又与传播方式的加持密切相关。网络直播、短视频、无人机

航拍等多种形式的呈现，不仅将龙舟赛的气氛推向高潮，更让其具备观

赏性和娱乐性，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与其中。仅5月28日晚浏阳河沿岸

的这场龙舟“收标”邀请赛，在自媒体网红直播间全网观看量就突破千

万。

传承“非遗”浏阳龙舟后继有人

6月8日，随着龙舟入水，万众期待的龙舟赛在浏阳市沙市镇秧田村拉

开帷幕。发令信号响起，龙舟犹如离弦之箭，飞速前进。划手们奋力挥桨，

动作整齐划一，你追我赶激起无数水花。两岸观众呐喊助威，加油声此起

彼伏，气氛十分热烈。

除了沙市镇，浏阳官渡更是龙舟“重镇”，自1991年以来，这里举办了

多届龙舟赛事，官渡赛龙舟已成为长沙市级非遗。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两支队伍，现在每年端午比赛，7个村都有

龙舟队参赛。”作为浏阳赛龙舟的非遗传承人，75岁的袁耀辉欣慰地表示，

尽管现在娱乐方式多元化，但人们对龙舟赛的热情有增无减，尤其是年轻

人的参与度越来越深。

今年，这条代代传承的乡里龙舟，也作为浏阳的代表在望城千龙湖大

展风采，与众多龙舟队一决高下。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苏 畅

按照2024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赛程，中国女排6月12日轮空，但队伍丝毫没有松懈。从当天中午

离开驻地，中国女排充分利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先后进行了技术训练和力量训练，直到晚上7点香江的夜色

渐浓，才返回酒店。紧锣密鼓争分夺秒苦练，是中国女排这一天的主题，更是她们的日常……

由于比赛馆香港体育馆仍有比赛进行，所以各队的技术训练都被安排在距离驻地酒店10余公里外的

荃湾体育馆。下午2点30分，中国女排的大巴驶出酒店，经过约半小时的车程，全队来到训练场地。准备活动

之后，中国女排随即展开有球训练。队员们防守、扣球、拦网……一项项技术训练衔接紧密。和在北京、漳

州进行封闭集训时如出一辙，队员们在训练过程中几乎没有太多休息时间。每一项训练间隙，主帅蔡斌说

一句“喝水”，大家抓紧走到场边喝一两口水，转身就重新返回到训练场

上。

在一攻训练环节，朱婷和小队友倪非凡并肩站在场地后排，认真接着

队友和陪打教练打过来的每一个球，她神情认真、一丝不苟，发挥着老队

员的榜样作用。以助理教练身份参加训练的体育总局排球中心主任赖亚

文除了关注主力队员的状态外，还着重在训练中点拨着高意、吴梦洁、庄

宇珊等年轻队员需要掌握的技术要领，细致且耐心。

在防反进攻训练环节，蔡斌给进攻队员们提出的要求是一连扣下三

个好球，他站在场边为每个队员大声地统计着数量。虽然队员们都认真

完成，但按照他的严格要求，仍然会有些球被判定为不合格。例如高意的

一次快攻下球没有达到“短平”的标准，蔡斌就认真地告诉她，三个好球之

中，必须包括一次“短平”才算数。小将庄宇珊来到网前连续扣下两个好

球，“还有第三个！”赖亚文在一旁大声地给她加油鼓劲。只见庄宇珊高高

跃起，干净利落地扣下第三球，旁边的队友们一同给她鼓起了掌。庄宇珊

并没有自满得意，反而转身给为她传球的二传许晓婷竖起了大拇指……

不仅如此，训练中，新老队员们互相分享、交流的画面不时出现，比如张常

宁和吴梦洁分享着扣球的技术要领，龚翔宇和郑益昕交流着快攻的心得

体会，这浓浓的队友情洋溢在训练场上，就像队长袁心玥在前一天战胜保

加利亚女排后所说的那样，中国女排上下一条心。

时间是宝贵的，两个多小时的技术训练转瞬即逝，离开荃湾体育馆的

中国女排恰好与前来训练的德国女排大巴擦肩而过。中国女排的大巴车

随即驶往组委会安排在尖沙咀东的一处健身房，队员们在那里又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的力量训练，才结束了这一个下午的训练。

返回酒店已是华灯初上，有许多支持中国女排的球迷等在大堂，礼貌

地上前希望得到签名留念。姑娘们虽然疲惫，仍耐心地为球迷们签名。球

迷们对这支队伍的喜爱与关心，是中国女排前进的动力，争分夺秒刻苦训

练，无疑是姑娘们兑现为国争光诺言的原生力量之所在……

（香港6月12日电）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争分夺秒苦练中洋溢浓浓队友情

女排姑娘们上下齐心

赛事为台 百姓主打 全民同乐
———“国球两进”在洛阳之二

王向娜 郭艾

6月12日，巴黎奥运会中国体操女队第二次选拔赛在天津团泊体育

中心举行。进入大名单的10名选手分成A、B两组分别进行4个小项的角

逐。尽管离开了熟悉的国家体操馆，尽管选拔赛场搭设起高台，但队员

们在各自项目上发挥正常，也展现出良好的备战氛围。

“借着外出测试的机会，也想看看运动员们在新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以及技术掌握情况。整体来说比想象的要好。”国家体操女队教练组组

长王丽明表示，本次选拔赛使用的器械与平时训练有所不同，比如架在

高台上的高低杠，它的弹性相比平时有一定差异，“有些队员控制了一

些难度使用，另外感觉现场失误多了一点。这些在训练（选拔）中发现的

问题即是收获，大家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更

加实战化的训练。”

在当天的选拔赛上，凭借在全锦赛的优异发挥已获得巴黎奥运会

直通资格的邱祺缘、周雅琴相对心态平稳，在参加的全部项目上保持了

稳定发挥。邱祺缘在个人全能以56.331分位列榜首。奥运资格在手的邱

祺缘并没有在高低杠上拿出最高难度成套，但在平衡木上使用了7.1的

高难度成套，一套流畅高难的动作获得了全场掌声，15.166分的成绩十

分抢眼，“希望邱祺缘和周雅琴能够在平衡木项目上打好配合，为中国

女队保持竞争力。”王丽明说。

周雅琴表示自己整体发挥正常，但也有一些欠缺，“感觉在平衡

木项目上还是没达到最佳状态，发挥出来的程度有点欠缺。自由操整

体发挥比较正常，但因为有点伤，整体的体力和动作完成度都差一

点。”针对自己的问题，周雅琴也充满信心，表示在备战的最后阶段要

一一攻克，“自己的伤病情况会跟教练沟通好，争取在体能方面再加

强一点。这样不仅动作有把握，完成得也会很干净。后面继续努力，好

好养伤，继续加油！”

本次选拔赛的一大亮点是姑娘们在弱项跳马上的发挥，参加选拔

赛的10位选手中有4人成功完成“720”，也就是难度D分超过5分。“跳马

一直是中国体操女队需要解决的短板，这次大家的表现令人满意，这样

的成功率会给高低杠和平衡木提供一些容错空间，为我们在追求团体

成绩的时候，为高低杠、平衡木减小一些压力。”王丽明说。

当然，有的运动员因过于紧张以及对器械的不熟悉，在选拔赛当中

出现了一些失误，甚至还是在一些并非难点的动作上，需要在后面的备

战中有针对性地去解决。

选拔赛结束后，姑娘们和教练员们认真聆听了裁判长的讲解，纷纷

表示会在最后阶段持续努力，为巴黎做好冲刺。“此次选拔赛是备战的

中点，而不是终点。”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常成特别强

调，不论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在备战阶段都肩负着巨大压力，大家要

及时调整身体状态，做好防伤防病，把最好的状态留在奥运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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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选拔比心理

中国体操女队测试“上难度”

邱祺缘在测试中。 闫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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