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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葛会忠

巴黎奥运会的舞台见证了中国体育健儿一次次用拼搏的汗水浇

灌奥运梦想，以体育力量镌刻祖国荣光。

“这意味着一切。因为从小我就非常想为我的祖国赢得一枚奖

牌。”在为中国夺得首枚奥运会网球女单金牌后，郑钦文说，“国家的

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

的。”打破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的潘展乐同样为中国队创造了

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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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中国体育健

儿在一次又一次看似不可能的突破中，让梦想照进现实，激励和引领一

代代青年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追梦的道路从来不只是鲜花满径，但是中国体育健儿始终直面

困难挑战，持续用奋斗的汗水浇灌梦想的渴望。成千上万次的攻坚与

突破，无不充满着挫折与奋起，创新与求实。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

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

席位。改革开放的中国回归到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怀抱，为新时期

体育事业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1980年新中国首次派团参加冬

季奥运会。1984年，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新中国

第一枚奥运会金牌。2002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盐湖城冬奥会上实现

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历史

性地跃居奥运金牌榜的第一位。一届举世瞩目的奥运盛会，解答了百

年前的“奥运三问”，同时还让中国以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体育大国形

象屹立于世界体育舞台的中央。

从2008年百年奥运梦圆，到2022年与奥林匹克运动再度携手，北

京成为历史上首座“双奥之城”，不仅见证了竞技体育的荣耀与梦想，

也凝聚人类社会的团结与友谊，奏响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华彩乐章。中国体育健儿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责任担当，

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交出一份精彩的奥运答

卷。中国代表团以9金4银2铜刷新了单届冬奥会获金牌数和奖牌数两

项纪录，创造了自1980年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从北京到巴黎，从冬奥到夏奥，中国体育健儿在追梦路上一路

奋勇向前，不断为祖国镌刻新的荣光。中国射击队再一次射落奥运

会的首金，勇夺两枚奥运金牌的盛李豪说，“很荣幸可以为国争

光。”在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中国小将已经在改写历史，在游泳赛场

中国选手率先改写了世界纪录，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场上中国球

员突破了一次又一次。

体育力量催人奋进，体育精神鼓舞人心。我们不以胜负论英雄，

同时英雄就要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高扬

爱国主义旗帜，在拼搏和奋斗中谱写出生动壮美的时代华章，凝聚起

共赴体育强国建设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体育宣传周

本报前方报道组

8月1日的巴黎奥运会游泳赛场，张雨霏带着发

烧后的虚弱，忍着生理期第一天的不适，拖着半麻的

身子，带着“死也死在泳池”里的决心，拿到巴黎奥运

会女子200米蝶泳的铜牌，出水后，爱笑的张雨霏泪

流满面。“今天上场前队医掐我两边身子，左边很疼，

但是右边就感觉像捏在棉花上一样，我都不知道怎

么去下水。”晚上8点30分的决赛，张雨霏7点50才开

始准备，忍痛游完之后，张雨霏又出现了小腹痉挛，

躺了足足有15分钟，才起身赶去颁奖仪式。

巴黎奥运会泳池大战告一段落，人们记住了潘

展乐的强大实力与“耿直boy”语录，但同样为张雨霏

的“劳模”精神所感动，带病上场的张雨霏拼到了最

后一刻，斩获1银5铜共计6枚奖牌，个人职业生涯奥

运奖牌数达到10枚，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史上

获得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由许海峰射落中国体育

代表团首枚金牌之后，奥运会作为世界高水平竞技

体育的舞台，承载着中国体育人的光荣与梦想，更成

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舞台。每一名来到奥运

会的中国运动员，都时刻感受着肩上的责任，牢记使

命担当，以拼搏之名，展现中国体育新形象、新风采，

书写出一幕幕令人感动的瞬间。

“我可以再打三个小时！”

像张雨霏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网球

“金花”郑钦文。半决赛面对自己从来没有赢过的世界

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已连续两天鏖战三个多小时的

郑钦文，在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之下，为了国家的荣誉，

一拼到底。最终靠着一股拼劲和聪明的头脑，郑钦文

赢下从来没有赢过的斯瓦泰克。随后的决赛中，郑钦

文的腿上、胳膊上都缠着厚厚的绷带，其实在打完第

三轮比赛后，她身上的疼痛已非常剧烈。她已连续打了5场，郑钦文说，

其他比赛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考虑退赛，但奥运会不一样。“这是我

的信念，我没有给自己退路，所以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决赛中郑钦文紧张到身体都在发抖，但是对胜利的渴望让她突

破了极限，“我从来没有对一场胜利如此渴望，我已经倾尽所有。我

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无论未来如何，我都会永远记住在这里的表现，

它将永远激励我。”

郑钦文的金牌是我国在奥运会赛场上首次拿到的网球单打金

牌，成色之足，突破之大，令人赞叹！更令人赞叹的是以郑钦文为代表

的“00后”选手已经傲然走向世界舞台，他们面对质疑不忐忑、面对打

压不畏缩，从容淡定、自信坦然、顽强拼搏、无畏无惧，以成绩说话，用

实力正名，突破极限，为国争光。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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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运舞台镌刻祖国荣光

本报特派记者 扈建华

最后一组5发射击，只要打出3中

或以上的成绩，李越宏就能确保拿

到金牌。5枪过后，稳稳5中，李越宏

以32中的成绩拿到巴黎奥运会男子

25米手枪速射金牌。这也是中国男

子速射在奥运会历史上收获的首枚

金牌。

另一位中国选手王鑫杰拿到了这

个项目的铜牌。男子25米手枪速射是

巴黎奥运会射击步手枪赛场进行的最

后一个小项，这一天，李越宏、王鑫杰

携手登上了领奖台。

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高手云

集，资格赛就竞争激烈，李越宏和王

鑫杰稳定发挥，李越宏以588环的成

绩排在第一位，王鑫杰的成绩是587

环，排名第二。而世界纪录保持者雷

茨、奥运会卫冕冠军基康普瓦等争

冠热门未能闯入决赛。

如今回看资格赛，李越宏感慨

道：“真难打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每

一个人都很艰难。”

对于资格赛的结果，王鑫杰表示

很踏实，“能够和老大哥一起打决赛，

不用慌。”

决赛在资格赛第二天进行，第一

组王鑫杰和李越宏都是5发全中，并

列排在第一位。不过随着比赛的进

行，王鑫杰和李越宏也出现了失误，

到第四组打完，韩国选手赵永宰以15

中反超至第一位，李越宏以14中并列

排在第二位。

比赛来到第六组，这组射击也成

为整场决赛的转折点，李越宏再次打

出5发全中，赵永宰出现失误只有2

中。凭借这一组的完美发挥，李越宏

以23中的成绩再次来到第一位，赵永

宰21中退居次席。（下转第二版）

拿下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

一战封神 打破美国40年垄断
本报特派记者 陈思彤

8月4日，拉德芳斯体育馆泳池中最精彩的

较量属于两个接力项目，而男子接力项目是重

中之重。自从1960年这个项目进入奥运会以

来，除了有一届没有参加，美国队在其他15届

奥运会上，完全统治了这个项目，直到2024年8

月4日，四个中国小伙子粉碎了美国队的不败

神话。这四名小伙子是徐嘉余、覃海洋、孙佳

俊、潘展乐，他们以3分27秒46的成绩拿到了男

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奥运会冠军。

其实，巴黎奥运会之前，按照中国游泳队

的实力，有能力冲击这枚金牌，但是因为覃海

洋在单项比赛中状态不佳，这也让人们对中国

队是否能拿下这枚金牌有些担心。

比赛当天，美国队最后一棒把阿列克谢换

成了阿姆斯特朗，中国队也将预赛中的王长浩

换成了孙佳俊。大家都向着冠军的目标进发。

第一棒徐嘉余四次参加奥运会，获得四块

银牌，徐嘉余对金牌的渴望让他在“高龄”时不

断激发自己的最好状态。52秒37，徐嘉余压制

住老对手墨菲，第一个触壁。紧随其后的覃海

洋在巴黎奥运会上经历了太多起起伏伏，从

“无法入睡”到“该吃吃该喝喝”，他学会了“放

松”和“放下”，57秒98的分段成绩继续为中国

队保持着领先位置。第三棒孙佳俊是大家最为

担心的一棒，孙佳俊必须要咬住，才能让最后

一棒的潘展乐减轻压力。51秒19，这个成绩超

出大家的预料。最后一棒交到了刚刚创造世

界纪录、当天过生日的潘展乐手中。50米过后，

潘展乐已从第3追到了第2，转身过后，他追上

了阿姆斯特朗，最后20米，他已经看不到身边

对手的存在。这个“地球上游得最快的人”，最

终以45秒92完成了赛前许下的愿望：游进46

秒，用金牌为自己庆生。

无数观众喊哑了喉咙，现场的中国志愿者

激动地抱在一起流下了泪水，颁奖仪式上，偌

大的拉德芳斯体育馆内，可以清晰地听到为数

不多的中国人合唱国歌的声音。“我们能夺冠，

是祖国为我们撑腰！”潘展乐说。

“对于我们团队的意义非常重大。这届奥

运会，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走到了现在。

这个成绩比以往更振奋人心，整个团队凝聚力

是最佳状态。我们的目标就是拿下这块金牌，

打破美国队对这个项目的垄断，我们做到了。”

覃海洋说。

徐嘉余说：“克服困难，是刻在我们中国人

骨子里的东西。”而潘展乐更是心直口快：“我

们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冠军是我们的，不满

意的是他们。”

美国队、法国队在震惊的同时，也都向中

国运动员表示了祝贺。中国游泳队用自己的

实力打败所有质疑。

心手相牵，四个小伙子登上领奖台。此时，

在女子混合泳接力中拿到铜牌的四位姑娘恰

巧起水后走到对面的混合区，兴奋地冲他们招

手。相视一笑，是无限的欢乐，也是巴黎奥运会

中国游泳队最温暖的收官。（巴黎8月5日电）

一拼到底“双杠之王”完美卫冕

李越宏摘得男子25米手枪速射金牌

一枪制胜 三战奥运奖牌换色

本报特派记者 袁雪婧

邹敬园是个“特别”的运动员。特别在大

多时候他并不激昂，人总是“淡淡的”。更特别

在他也许不追求“锦标主义”，更多去追求体操

技艺的完美。这样的特别，反而给予他更强大

的能量。当你不专注结果，而是执着追求过程

的完美，那结果通常都不差。在邹敬园身上，

更是达到了圆满。

邹敬园的比赛总是让人心安，赛前就被

认为将是中国体操队最稳定的夺金点。他也

确实没让人失望，资格赛、男团决赛、双杠决

赛均使用难度6.9的成套，分别拿下16.200

分、16.000分、16.200分三个“巨分”。又一次

“教科书级别”的双杠成套，又一次世界顶尖

竞技体操表演，又一次得分上16分冠绝所有

单项得分之最，邹敬园复刻了东京奥运会夺

冠的传奇，能在贝尔西体育馆现场见证的观

众很幸福。

“这个周期真的很快，亚运会、世锦赛、大

运会等比赛一个接着一个。我和肖若腾、刘洋

都有伤病，为团体能拿一枚金牌在全力坚持。

虽然结果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依然

享受奥运会舞台的美妙感觉，尽管是遗憾和收

获并存，就像人生。”邹敬园的获奖感言，一如

他的性格，淡淡的，却蕴含深意。

熟悉邹敬园的体育迷都知道，训练中的他

像个小铁人一样孜孜不倦，只为追求体操技艺

的完美，有一种“工匠精神”。他曾有难度达到

7.1甚至更高的双杠成套，但挑战极限难度常

常伴随高失误率的产生，因此这个周期邹敬园

一直在努力寻找高难度、高质量、高稳定性之

间的平衡。他的成长恰恰在于不再追求内心极

致的完美，而是追求技术性、艺术性、观赏性上

得到裁判与观众的最大认可。

（下转第二版）

中国队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杜宇摄

邹敬园在比赛中。 本报特派记者 王宪民摄

李越宏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