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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今天我是观众陈女士”

体博会尽显科技创新硬实力
读者点题采访

编辑同志：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世界女子斯诺克巡回赛最新

世界排名提升到第三的白雨露吗？ 网友 张豆豆

记者百味

白雨露：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

张 斌

5月31日，世界女子斯诺克巡回

赛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白雨露凭

借蝉联女子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冠军

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至第三位，

前两位分别为泰国选手旺哈鲁泰和

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谈到现有排

名，白雨露表示：“自己的目标肯定

是拿到第一，争取多参加一些女子

赛事，早一点实现这个目标。”

在不久前结束的女子斯诺克世

锦赛上，白雨露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

世界排名第二的吴安仪，在决赛中逆

转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旺哈鲁泰。白

雨露表示，在过去一个赛季征战职业

赛场的经验让自己的技术和心态都

有提升，但是从决赛表现来看，在一

些时段的思路调整还需改进，面对缠

斗局面时要更好地随机应变。

“在决赛中，自己一开始还是想

得太多，没能够集中精力在球桌上，

导致了被动落后。”白雨露复盘决赛

1比3落后的局面时说。半场休息期

间，她提醒自己无论输赢应该只关

心球桌上的事。“我当时就是当作自

己已经输了，反而放下了思想包袱，

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状态。”接下来的

六局中，白雨露赢了五局，成功逆转

对手，蝉联了该项赛事冠军。“第10

局还是比较胶着的。当我意外地错

失粉球后，觉得要进入决胜局了。”

随后，戏剧性的一幕上演：旺哈鲁

泰上手打进粉球的同时白球入袋，

不仅进球无效，还要罚分。“当时我

想，机会来了，这一次我一定要

进。”带着必胜信念，白雨露将粉球

顺利打进，带走了胜利。

实际上，在过去一年，白雨露同

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起伏。在2024年

女子斯诺克世锦赛上夺冠后，白雨

露拿到为期两年的职业赛资格，但

是因为女子斯诺克职业选手较少，

白雨露要和男选手同场竞争。“这对

我来说是常态，因为自从开始练球

起，就经常和男生一起训练、比赛。”

白雨露说。在2024年英国斯诺克锦标

赛资格赛开始前，白雨露一度陷入

迷茫。“和我一起打球的朋友都觉得

我状态不对，很没自信。”她回忆说。

因为此前连输九场，这让从小争强

好胜的她一时难以接受。后来在朋

友的开导和自己的调节下，她转变

了想法：“对于我来说能有资格站到

赛场上向他们（男选手）学习，就已

经很好了，至于说取胜或者保级都

是以后才要考虑的事，起码这两年

要多学习、多适应。”有了这样的心

态，白雨露逐渐放下负担，在英锦赛

资格赛连续三场战胜男选手，实现

了职业生涯的新突破。

“我觉得就是要多打，还要多动

脑筋，思考处于不同情形时怎么破

解。”虽然斯诺克女子职业选手会面

临诸多困难，但她说：“每当面临困

难，我都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央视

录节目时说的：男生能做到的，我也

可以。”白雨露还表示，从小扎在男

生堆里练球的经验让她的性格里多

了几分洒脱，“成长过程中，身边都

是师兄弟们，和他们一起打闹、一起

练球，让我（的性格）变得像一个‘假

小子’。”白雨露说。

从家里的地下室球房到职业赛

场，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白雨露坦

言：“不变的是初心，是热爱。”她小

时候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内容时都

会加上一个话题“我和斯诺克有个

约定”，当时只是想告诉大家，有一

个女生在打职业斯诺克赛事，到现

在也是一样，“希望自己能专注于球

桌，打好每一场比赛。”

王 辉

日前落幕的2025中国国际体育

用品博览会奉献了一场体育用品行

业的产业盛宴。据统计，全展期累计

进场客商等达5万人次，海外买家超

4000人次，总入场人次累计12万；仅

展会商贸对接区，境外VIP买家意向

采购金额就超9000万美元。这一系

列亮眼数据，不仅彰显了体博会的

巨大影响力，更凸显了体育用品业

蓬勃的发展态势。而体博会作为行

业的风向标，正清晰地预示着科技

赋能将推动产业前所未有的全面升

级。

科技赋能，让体育用品在产品

层面实现智能化与个性化的华丽转

身。曾几何时，智能运动装备不过是

运动者的辅助工具；如今，它们已然

成为运动者不可或缺的“亲密伙

伴”。以智能手环、运动手表等可穿

戴设备为例，它们的功能早已不再

局限于单一的运动监测。这些设备

能够整合睡眠质量、压力指数等多

维度数据，并借助云端与专业的医

疗、健身团队实现数据共享。基于这

些数据，它们能为运动者提供个性

化的运动健康管理方案。借助科技

之力，这些设备已经成为每一位运

动者个人专属的健康秘书。智能健

身器材同样如此，内置的智能系统

如同一位贴心的私人教练，能够根

据用户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和运动

目标等，自动调节运动强度，提供实

时的运动指导和动作纠正，让每一

位使用者都能拥有专属的健身体

验，高度契合体育消费者对高品质、

个性化运动生活的追求。

材料创新是科技赋能体育用品

业的又一关键突破点。在体博会现

场，各种新型高科技材料让人目不

暇接。纳米技术的应用，赋予运动服

装更强的防水、透气和抗菌等功能。

对于运动员来说，在高强度的训练

和比赛中，这些功能可以帮助他们

始终保持身体干爽舒适，有效减少

皮肤感染等健康问题的发生，助力

提升运动表现。新型碳纤维复合材

料则广泛应用于自行车、网球拍、高

尔夫球杆等运动器材，在使器材保

持高强度和高刚性的同时，大幅减

轻器材重量，显著提升运动性能。这

些材料的创新，不仅改善体育用品

的使用体验，更推动了整个体育用

品产业链的升级。从原材料供应商

到制造商，再到终端消费者，每一个

环节都能从中受益。

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

与创新发展，体育用品业将在智能

化、个性化、健康化等多方面取得显

著突破。而升级焕新的体育用品将为

人们带来更丰富、便捷、高效的运动

体验，全方位助力体育事业迈上新的

台阶。无论是专业运动员在赛场上追

求卓越的竞技表现，还是普通大众在

日常生活中享受健康活力的体育生

活，都将从科技赋能的体育用品中显

著受益。

本报记者 陈思彤

就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事

实———做体育记者21年，我竟然是

第一次作为观众现场观看田径比

赛。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没有

采访过田径比赛。虽然不是田径专

项记者，但是大赛期间去田径赛场

“打酱油”很多次，采访没少做，稿

子没少写，就是没有踏踏实实坐在

现场观众席看过比赛。没想到就在

前些天，机会来了。我因为其他的工

作任务奔赴广州，赶上了同期正在

这里举行的2025年世界田联接力

赛，于是便有了这次难得的观赛经

历。

其实说起来，记者这个行业和

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很多人都说

羡慕我可以经常免费看比赛，其实

并非如此。球类项目记者还能坐在

媒体席看个大半场，但是对于游泳、

田径这些项目的专项记者来说，各

小项比赛时间短、金牌密集，基本上

开赛就要去到混合采访区占位置。

大多数情况，我也是在混采区的电

视前看比赛。耳畔就是观众的山呼

海啸，但眼前却是一个小小的电视。

有时候还真羡慕现场的观众，能享

受比赛，而我的脑子里全部都是：分

段成绩怎么样，一会儿的采访怎么

做，采访完了要不要再去听听发布

会，今天的稿子写哪几个点……经

常是还没想明白，后方编辑同事温

柔的微信就过来了：“姐，几点能发

稿呀？今天人物给你留800字够不

够？”

这回终于能踏踏实实看比赛，

感觉真是幸福感爆棚！身边一对母

女带足了各类加油道具。看到我空

着手，她们还递来一面小国旗。只要

有中国运动员出场，大家就兴奋地

挥舞国旗。每一次运动员高速经过，

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加油声。这感

觉可太好了———喊出来，叫出来，释

放自己所有的激情，和几万名观众

同频、共情，那种幸福感无法用语言

形容。

比赛结束后兴奋劲儿过不去，忍

不住给正在现场采访的同事发微信，

“这个成绩是不是应该先发个新媒体

快讯啊？”“你说那个人物是不是还挺

值得写的？”“我给你提供个细节，刚

才我在观众席看到了做准备活动的

中国队……”热火朝天地讨论了半

天，一想不对，今天我是来看比赛的

不是来采访的，比赛结束就可以撤了

呀。身边的母女已经离场，我也赶紧

收拾包，走之。

高高兴兴下了看台，顺着清晰的

箭头一路下行，直到一个操着广式普

通话的保安小哥拦住了我，“不好意

思，女士，这里不能通行。”“这不是混

合采访区吗？”“是。但是观众不能通

行，您走前面通道下楼。”“我是媒

体。”习惯性地往胸前挂记者证的位

置一摸，空的，这回尴尬了。对啊，今

天我不是媒体记者。20来年的习惯真

难改，我这是不由自主又奔着混采区

的方向走了。

想好好当个观众，可能得等我退

休之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