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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激战正酣，中国体育健儿拼

搏在各个赛场。无论顺境逆境，他们直面困难

挑战，为每一分每一球努力拼搏，展现新时代

中国青年的风采。爱国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为国争光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祖国

至上、为国争光的信念为体育健儿注入不竭

动力。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

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在为中国体育

代表团赢得首枚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奥运金

牌之后，年仅18岁的邓雅文说，升国旗奏国歌

时自己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正是因为

来自祖国的底气，“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

来自中国。”

爱国，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初心使命。从新

中国成立初期海外赤子纷纷归来报效国家体

育事业的无悔选择，到改革开放重回世界舞台

要为祖国和人民赢下一场胜利的赛场誓言，再

到新时代奥运赛场“升国旗奏国歌”的不变追

求……一代代体育健儿挥洒青春汗水，初心如

磐，为国争光，始终不变的是他们的爱国底色。

爱国，是新征程上体育健儿的时代担当。

当中国游泳队在巴黎奥运赛场遭遇困难之际，

尚不满20岁的潘展乐挺身而出，打破男子100

米自由泳世界纪录，摘得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首枚

金牌。潘展乐说，对于我们国家，这枚金牌意义重大，因为这是

中国人在一个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情，一个眼前一亮的表现，让中国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更好。”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

标。拼搏在奥运赛场的体育健儿，是走在体育强国建设路上的

先锋和表率，有祖国和人民的强大支持，正以使命在肩、奋斗

有我的责任感，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使命感，奋勇争先，为时

代添彩。

爱国，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亮丽本色。青年强，则国家强。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新时代的青年既要怀

抱梦想又要脚踏实地，在奥运舞台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

风采，用体育的视角向世界全面、立体地呈现新时代中国的繁

荣兴盛、光明前景，在交流交融中从容自信地参与打造美美与

共的未来世界美好图景，当好中国体育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

双向奔赴的最美使者。

祖国至上铭记于心，为国争光信念坚定。中国体育健儿正

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中国体育人、中国青年的爱国之情、

强国之志。让我们为每一位拼搏奋斗在巴黎赛场的中国健儿

加油喝彩，让我们尽情感受与每一颗拳拳爱国心的同频共振，

顽强拼搏，书写最美的青春篇章。

巴黎当地时间8月1日，以25秒的巨大优势强势

夺得中国体育代表团巴黎奥运会首枚田径金

牌———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后，杨家玉在社交媒体

写道：“三年前东京的遗憾，今天在巴黎补上了！”

时间倒回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那时候，顶

着世界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光环，杨家玉被视

作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第12名。

“感觉受到了很大打击，之后训练比赛的欲望都不高，

甚至动过退役的念头。”杨家玉回忆道。2022年，杨家玉休

息调整了一年，这一年，她想通了很多事情，东京失败还是

因为赛前训练不够系统，临场发挥也出现了问题，“最关键的是

自己还不具备奥运夺冠的能力。”

2023年，杨家玉恢复训练，并在杭州亚运会登上最高领奖台。“对

于运动员来说，信心的恢复是要靠成绩的，随着成绩的提升，也会越来

越信任自己。”

更让杨家玉高兴的是，她迎来了新任教练———意大利人帕特里西奥。作

为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冠军安东内拉的教练，帕特里西奥的很多理念、做法让

杨家玉眼前一亮。

“过去我们一般都会安排专门的力量课，在训练课中间完成，但现在变成

了力量课之后马上训练课。一开始自己也不适应，乳酸堆积很快，腿非常不舒

服，但只要坚持下来，能力就会提升。”杨家玉说。

“外教很细致，很注重细节，帮助我很系统地完成了备战，如果说东京时是吊

着心比赛，这次就是充满信心参赛。”杨家玉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奥运会一

战赛前师徒俩并没有制定开始领走的战术，还是常规安排跟走10公里后再突围，

但赛前杨家玉状态出色，通过与教练沟通，帕特里西奥鼓励弟子根据状态和临场

发挥自己决定，杨家玉自己决定从开始领走到最后，一骑绝尘，酣畅淋漓。

巴黎奥运会前，帕特里西奥曾这样评价杨家玉：“很少有运动员能在比赛

中发挥100%的训练水平，但也有一些运动员，能在比赛中发挥150%的水平！”

赛场上150%的发挥，更得益于场下100%的投入和付出。杨家玉的巴黎奥

运会之旅还没有结束，8月7日，杨家玉还将和队友们一起出战竞走混合接力

比赛。迎来更大的惊喜？为什么不呢？ （巴黎8月1日电）

本报特派记者 袁雪婧

一枚全能铜牌，肯定不能慰藉肖若

腾男团决赛痛失金牌的遗憾，但却是一

个对他来说不大不小的奇迹：几个月前

的全国锦标赛，他还根本拉不起六项成

套，如今却能重回男子全能世界巅峰。

这场决赛，肖若腾将稳定发挥到极

致，相比资格赛得分84.898分，他在决

赛中总分提升了1.466分，达到86.364

分。其中，自由体操、吊环、跳马、单杠四

项全部超出资格赛分数，鞍马与资格赛

持平。顶着打“封闭”的肩伤，肖若腾在

决赛将吊环、单杠成套起评分分别提升

0.2、0.4分，这位老将可谓拼到了“弹尽

粮绝”。

“一枚铜牌我还是接受不了，因为

我希望拿到冠军，但确实与男团决赛不

一样了，今天我对自己的表现满意。”男

团憾失金牌后，“肖若腾说接受不了这

个结果”的词条冲上热搜，也正是一股

不服输的劲，让他拼出奇迹。“作为中国

体操队的一员，我们将永远追求金牌。

当然，有完成目标的时候，也有完不成

的时候，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拼搏。”

男团失利的打击，对肖若腾而言是

巨大的。“这两天不太清楚是怎么过的，

我总是处在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状态中。

本身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明白竞技体

育有成功有失败，但每每想起男团决赛

的画面，我的身体还是会反应出来那种

感受，不自觉可能就会流泪，这时理性

又告诉我需要抽离。”好在站上赛场后，

他专注其中，将现有的实力完全展现。

“几乎做到了完美发挥，因此铜牌的结

果对我而言是欣慰的。”

不同于东京奥运会时的巅峰状态，

巴黎奥运周期肖若腾经历了脚部手术，

肩部保守治疗时好时坏，被迫缺席了整

个奥运周期国际大赛的全能比赛，出发

法国前还因为旧伤复发被迫打“封闭”。

“这次在全能实力上，我确实没有冈慎

之助、张博恒两位选手高，但完成最后

一项单杠下场后我情绪有些激动，因为

我享受其中，我为自己感动。”

原本因为备受伤病折磨，肖若腾早

就心生退意。“如果没有队伍的保障，没

有邹敬园的关心，没有滕海滨老师的教

导，没有父母的支持，我可能都到不了

这里，也许杭州亚运会后我就退役了。”

如今又一次回到让人热血沸腾的奥运

赛场，肖若腾找回了坚持的勇气。“接下

来我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遗憾、悲哀

也是一种人生的体会，还是要正面去面

对。希望后续的单项决赛中，队友们能

把金牌带回来。困难的时候，永远不要

放弃。”

（巴黎8月1日电）

本报特派记者 袁雪婧

又一场惜败，张博恒两天之内经历

两回。很多人为他扼腕叹息甚至鸣不

平，但他一笑而过。“对年轻人来说，生

活中不一定会一直成功，但一定会成

长。”张博恒的态度足够励志。

在巴黎奥运会体操男子全能决赛，

张博恒在第一项自由体操出现头部触

地失误，仅得到13.233分，无奈此后几

项一直处在追赶的状态。他没有放弃，

一直在顽强追分，尤其吊环得到14.600

分排名全场第一，双杠得到15.300分排

名全场第二，从前两轮的全场第15名追

至前五轮结束时的全场第三。遗憾的

是，在最后一轮单杠上，尽管张博恒再

次拿下全场最高分14.633分，但出现松

腰的失误导致得分没有资格赛理想，最

终收获总分86.599分，以0.233分的微弱

劣势收获银牌。

“比赛没有如果，失误也确实是自

己的问题。”赛后，张博恒有种令人心疼

的成熟和勇敢，没给自己找客观理由。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站上奥运

会最高领奖台，但这24年我还是一直在

战胜我自己。”

巴黎奥运周期的前两年，张博恒所

向披靡。2021年北九州世锦赛战胜奥运

冠军桥本大辉勇夺全能金牌，2022年利

物浦世锦赛他是中国男团夺冠的一大

功臣，2023年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

又加冕全能“双冠王”。但从去年冬训开

始，张博恒备受腰伤困扰。今年全国锦

标赛上，他罕见出现多次失误，奥运会

前的备战充斥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张博

恒那种“全能天才的上限”给了大家信

心，他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资格赛

六个成套发挥稳定，拿下88.597分排名

第一，达标“世界大赛全能夺冠线”88分

以上；男团决赛上满六项，全部输出了

稳定的高分；打完全能决赛，交出5天18

套仅一次较大失误的成绩单。无需再证

明什么，张博恒已足够出色。

巴黎周期包揽全部国际重要赛事

全能冠军的“双子星”张博恒、桥本大

辉，到了奥运年都受到伤病困扰，最终

无缘全能金牌，令人唏嘘竞技体育的

残酷。“其实看到鞍马桥本摔下来之

后，我俩都笑了。我们互相心里都明

白，彼此到底有多累。”张博恒没有将

失误归结于“全能战士”带来的疲劳，

“能者多劳”是他身为中国体操男队队

长的一种担当。

接下来，张博恒还有自由体操、单

双杠决赛要比，他的心态也更加放松。

“我更想去享受舞台，生活就是这样，要

向前看。”

（巴黎8月1日电）

“三年前东京的遗憾，今天在巴黎补上了！”

本报特派记者 林 剑

“今天的小目标完成了！”当地时间7月31日晚，本届奥运会乒

乓球女单16强赛赛后，孙颖莎笑着对记者说。

当天上午10点，面对比自己大38岁的卢森堡选手倪夏莲，孙颖

莎仅耗时29分钟就以4比0拿下比赛。11个小时后，孙颖莎再次回到

南巴黎竞技场4号馆，对手变成了实力更强的印度新星阿库拉，比

赛过程却变得艰苦很多。

首局上来，两人一直缠斗，阿库拉凭借特殊的颗粒打法取得10

比6领先，率先抢到局点。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并不着急，一分

一分拼，一分一分咬，连拿6分，以12比10逆转拿下首局比赛。第二

局几乎是首局的翻版———孙颖莎再次面临对方局点，比分是更严

峻的5比10。压力似乎逼出了真正的孙颖莎，连下7分后，再次以12

比10逆转。

赛后孙颖莎表示，开场阿库拉节奏和感觉确实不错，近一年

她的实力增长很多，并且是一名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最主要是

刚上来自己对对手的旋转和球没有吃得特别准，所以遇到了一

些问题。阿库拉也是颗粒选手，但和上午交手的倪阿姨不太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海绵精度也各有不同，因此还需要一个适

应的过程。”

强手之所以是强手，就是因为能在困境中快速适应、快速调

整。拿下前两局之后，孙颖莎一鼓作气，以11比8、11比3再赢两局，

总比分4比0取胜！

两个4比0，但过程各不相同，尤其是前一比赛日刚打完消耗极

大的混双决赛，又一天两战，对于孙颖莎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结

束比赛后，孙颖莎吃了一个香蕉恢复体能，表示要好好休息，准备

接下来的比赛。

孙颖莎透露，“每天都赢球”是奥运会前她给自己定的每天的

“小目标”，今天的“小目标”完成了，就能踏实准备下一天了。

一天一个“小目标”，就距离之后金灿灿的“大目标”不远了。

（巴黎8月1日电）

孙颖莎一天一个“小目标”

无冕之王永不言弃

肖若腾拼出奇迹

全能战士不怕挫折

张博恒继续成长

肖若腾 本报特派记者 魏征摄

张博恒 本报特派记者 魏征摄

本报特派记者 林 剑

杨家玉高举国旗庆祝夺金。

本报特派记者 鹿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