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 育4 2022年12月24日 星期六

责 编/马兰花 版式/谢雅琴

社址：德令哈市柴达木东路7号 邮编：817099

广告经营许可证：西工商广字04号

新闻热线：（0977）8226323

E-mail：xcdmb@163.com

编辑部电话：（0977）8227325

传 真：（0977）8225605

本报法律顾问：青海盐湖律师事务所 郭 鹏

对开四版 每周一、二、三、四、五、六出版 全年定价：280.8元 零售每份：0.9元

出版发行部电话：（0977）8223533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977）8221787

4

社址：德令哈市柴达木东路7号 邮编：817099

广告经营许可证：西工商广字04号

新闻热线：（0977）8226323

E-mail：xcdmb@163.com

编辑部电话：（0977）8227325

传 真：（0977）8225605

本报法律顾问：青海盐湖律师事务所 郭 鹏

对开四版 每周一、二、三、四、五、六出版 全年定价：280.8元 零售每份：0.9元

出版发行部电话：（0977）8223533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977）8221787

总有一些时刻热泪盈眶
—— 回顾2022年令人感动的体育瞬间

新华社记者 牛梦彤 李典

在体育的世界，总有一些瞬间能让

人情绪翻涌、眼眶湿润，那是一种无关

国界、性别、年龄、种族的情感共鸣，可

能是感慨于英雄迟暮意难平，也可能是

感动于逐梦者不懈奋斗终如愿，再或者

是感佩于人们双向奔赴的善意与勇气。

回顾2022年那些令人感动的体育

瞬间，分秒间都在向世界诠释着生命的

温度和广度。

与热爱作别

英雄迟暮，岁月难敌，2022年我们

见证了这些运动员与赛场告别的动容

时刻。

9月24日凌晨时分，在英国伦敦

O2体育馆内，41岁的费德勒刚刚结束

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手握20

个大满贯冠军，这位网球“天王”选择在

众人的陪伴和注目下告别，结束自己超

过24年的职业旅程：他和纳达尔以及焦

科维奇、穆雷等人一一拥抱，尔后缓缓绕

场一周，向全场起立鼓掌的观众用力挥

动双手，时而拍拍左胸，时而献上飞吻。

费德勒说：“我不想孤独地退役，所

以我觉得这是最完美的庆祝。”只不过

仪式再完美，当与心中热爱到了分道扬

镳之时，“费天王”在告别讲话中依然泣

不成声。

今年，被称作“诸神黄昏”的卡塔尔

世界杯见证了多位老将的遗憾告别，其

中37岁的克·罗纳尔多（C罗）在球员

通道掩面离场的背影，成为许多人心中

的“意难平”。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葡萄牙队不敌

摩洛哥队，C罗的第五届世界杯之旅告

终。当终场哨声响起，C罗穿过摩洛哥

队欢庆的人群，径自离场，直到走出闪

光灯和球迷的视线，走进略显昏暗的球

员通道，才克制不住地流下眼泪。

不知道这个抬手遮盖泪眼的画面，是

否会成为球员C罗在世界杯的最后一镜。

日历翻回到今年春天，北京冬奥会

上日本名将羽生结弦用一次追逐人类

极限的尝试结束了自己花样滑冰竞技

赛场的最后一舞。

在单人滑短节目得分落后的情况

下，羽生依然坚定地选择在自由滑中挑

战前无古人的阿克塞尔四周跳（4A），

尽管他深知“4A”并不能给他带来金

牌，却放不下执念。于是腾空、旋转、在

冰面上摔倒，羽生最终获得第四名，没

能实现奥运三连冠。比赛结束后，羽生

长时间向观众鞠躬致敬，又向冰面深深

鞠躬并抚摸了冰面。

今年7月，羽生宣布将不再参加竞

技比赛，但会继续挑战四周半跳。回想

起五个多月前他轻抚冰面的那一刻，大

概是告别亦是新生。

为梦想而战

当毅力和决心促使心怀梦想之人

在时间长河里终见回报之时，这些圆梦

瞬间令人热泪盈眶。

北京冬奥会上，当31岁的徐梦桃

成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时，她本

人似乎还不敢完全相信，大声呐喊着

“我是第一吗”。四届冬奥会，12年的

漫长等待，夺冠后的徐梦桃身披国旗、

泪流满面，在风雪中豪迈呐喊，这一幕

成为感动无数人的冬奥名场面。

永不言弃，是体育世界中最为动人

的精神之光。在亚洲杯决赛中，中国女

足在几乎难以挽回的危局中连追三球，

并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绝杀，用最荡气

回肠的方式，时隔16年重返亚洲之巅，

向世人诠释着“铿锵玫瑰”的精神内核。

熬过低谷时期的不甘，历经无数日

夜的努力，成功者的道路既相似又不

同。八年前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梅西

彼时的心痛和失望在卡塔尔世界杯的

决赛现场彻底烟消云散了。在一场跌

宕起伏、足以载入史册的世界杯决赛

后，梅西带领阿根廷队时隔36年再次

登顶，也为自己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

画下完美句号。撕掉悲情标签，梅西在

阿根廷全队的簇拥下高高捧起奖杯，这

一刻，人们为久违的胜利而哭泣。

与时光共舞

在体育人的逐梦路上，年龄从来不

是绝对障碍。历经岁月的他们，更懂得

坚持的力量，并在2022年迎来了属于

自己的高光时刻。

有些人站在赛场，已是胜利者。在

羽毛球世锦赛中，一对以色列母子组合

的登场显得尤为特别，64岁的斯韦特

拉娜·齐尔伯曼和33岁的米莎·齐尔伯

曼携手出战，首轮逆转战胜了一对埃及

组合，这场胜利也让斯韦特拉娜成为羽

毛球世锦赛上最年长的获胜者。

斯韦特拉娜25岁时，教练曾说她

“太老”不能参赛了，如今她依旧征战在

最高水平赛场上并期待着刷新纪录。

或许母子俩很难夺取奖牌，但这并不妨

碍他们享受羽毛球的快乐。这份源自

心底的坚持，令人感动。

2022北京马拉松的最后一瞬，注

定会成为今年体育赛事的经典一幕。86

岁的老人张顺，身形瘦削，在十余名“关

门兔”陪伴下，坚持以跑步姿态迈过终点

线，现场的人们集体向老人鞠躬致敬。

长期坚持晨跑锻炼的张顺，迄今已

经跑过20个全程马拉松和两个半程马

拉松赛事。也许有一天，张顺不再参加

马拉松比赛，但他的“不老人生”将会激

励满怀热爱的跑者们，永不停步。

愿善良永存

激情一刻固然让人心潮奔涌，而那

些人与人相互传递善意和鼓励的时刻

则温暖动人。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现场，全场

寂静，最后一棒火炬手、盲人运动员李

端正经历着人生中可能最漫长的一分

钟，他试图将火炬嵌入“大雪花”造型的

主火炬台，但前几次的尝试均未成功。

现场观众凝神屏息，注视着李端的每一

次尝试。此时，一声响亮的“加油”打破

现场的沉寂，接着全场观众呐喊鼓劲声

此起彼伏，李端终于稳稳地将火炬插入。

虽然李端看不到光，但在这短短一分

钟里，他和全场观众一起点亮了整片星空。

在卡塔尔世界杯上，英格兰球员格

拉利什在打入一粒进球后张开双臂摆

动了起来，这个有点独特的庆祝姿势，

其实是为了实现一名小球迷的心愿。

11岁的脑瘫小球迷芬利为格拉利什设

计了这个庆祝动作，而格拉利什也向他

承诺下次进球的时候会使用这个动

作。而这一粒进球，恰巧出现在举世瞩

目的世界杯比赛中，全世界球迷都见证

了这温暖一刻。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大山里的

马兰花合唱团用希腊语演唱着奥林匹

克会歌。孩子们专注、投入，用朴素而

真挚的声音，打动了世界。

被评价为“散发着泥土芬芳”的马

兰花合唱团的背后，是创始人邓小岚十

几年的辛苦耕耘。从2006年成立第一

支小乐队开始，她教孩子们唱歌、学习

乐器、前往各地演出，希望把热爱音乐

的山里娃带向更大的舞台。

今年3月，邓小岚在准备音乐节时

因脑梗突然离世。舞台之上，天真的孩

子们用歌声撑起了一片天；舞台之下，

虽再也没有小岚老师充满爱的凝视，但

她留给孩子们的，是永远饱含温情和力

量的回忆。

足球：收获与遗憾

中国足球2022年最大的收获，是

中国女足在亚洲杯决赛中以3:2逆转

击败韩国队，第九次夺得亚洲杯冠

军。此后，多位女足国脚加盟海外俱

乐部。“留洋军团”的壮大，让人们对明

年中国女足的世界杯征程怀揣期待。

对于中国男足的球迷而言，2022

年是心碎的一年。年初，中国男足客

场1:3不敌越南队，连续第五次冲击世

界杯决赛圈失利。11月下旬，中国男

足原主教练李铁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

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中

国男足还要在低谷中徘徊多久，成为

人们难以回答的问题。

好在卡塔尔世界杯赛场上不乏中

国元素。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了六场小

组赛的第四官员，施翔、曹奕分别担任

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时隔20年

后首次有中国裁判参与男足世界杯执

法工作。

联赛方面，上海申花、武汉长江

等多家中超、中甲俱乐部因未依规偿

还欠薪，遭到中国足协扣除联赛积分

的处罚。

寒冬中孕育着希望。首届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于11月底落幕，这项赛

事以打造我国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

最多、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大

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为目标，标志着足

球领域的体教融合迈出重要一步。此

外，两批共15个“十四五”期间全国足

球发展重点城市也于今年公布。

篮球：回归与传承

女篮是中国三大球在本年度的一

大亮点。女篮世界杯上，中国队继

1994年世锦赛（世界杯前身）后再度晋

级世界大赛决赛。大力培养新人、注

重锤炼意志品质的中国女篮，重新走

到世界女子篮坛的聚光灯下。

郑薇今年5月正式担任中国女篮

主教练，她带领着朝气蓬勃、拼劲十足

的中国女篮晋级世界杯决赛。经过大

赛历练的李梦、李月汝、韩旭等队员逐

步形成主力架构，默契程度不断提

高。参加本届女篮世界杯的中国队平

均年龄不到26岁，让人们对未来有了

更多期待。

尽管受疫情影响一度出现人手紧

缺，但中国男篮还是在预选赛第五窗

口期顺利拿到世界杯入场券。此后亚

历山大·乔尔杰维奇出任中国男篮主

教练，塞尔维亚人也到国内联赛现场

考察队员，为日后国家队赛事提前

布局。

中国篮球回归的还有初心，这一

年中国篮球有了自己的名人堂。经过

提名、推举和终审三个阶段，最终确定

九名入堂人物，与此前公布的15位“特

别致敬人物”以及优秀集体——“新中

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获奖人（“五

十杰”）共同进入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

堂。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表示，建立中

国篮球名人堂的初衷就是“寻根”。

12月17日，中国篮球协会以线上

形式召开换届会议，姚明连任中国篮

球协会主席。“十四五”期间，中国篮球

协会将聚焦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参赛和

洛杉矶奥运会的人才培养、体教融合

推进等工作。

排球：更迭与复苏

对于中国排球而言，2022年是新

老交替之年，是密集出征国际大赛之

年，是联赛复苏之年。

这一年，面向巴黎奥运会周期的

“新”男排、“新”女排在国际赛场上进

行了大量实打实、硬碰硬的较量，一方

面极大地磨砺了队伍，另一方面也看

到了与世界强手的真实差距，明确了

继续奋斗的目标。国内排球联赛怀揣

着重整规范赛制、提升对抗性的愿景

重新启程，迈出了复苏的一步。

朱婷、张常宁等世界一流攻击手

自东京奥运会后持续处于伤病恢复状

态，缺席今年的国际大赛；颜妮等老将

退役；仍奋战在赛场上的丁霞等队员，

竞技状态随着年龄增长也有所下滑。

但拥有光荣传统的中国女排，从

未停止前进脚步。经过6月至10月世

界女排联赛和女排世锦赛的考验，这

支队伍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是主教

练蔡斌及其团队展现了不错的临场指

挥和战术能力；二是队员们经受了强

队挑战、顶住了疲劳积累，在战术素养

和心理素质上有明显成长。

需要正视的是，中国女排在两次

大赛中暴露出与世界顶尖强手相比，

在主力攻击手、进攻多样性以及一传

稳定性方面的短板。要想在新的奥运

周期走得更远，中国队还要进一步提

升团队配合，改善战术打法，增强队员

自信。

中国男排也经历了长达三个多

月，包括世界男排联赛、亚洲杯以及世

锦赛的“魔鬼赛程”考验。这支队伍由

吴胜任主教练，以夺取巴黎奥运会门

票为近期目标。自今年5月开始，中国

男排长期在海外多地辗转比赛和训

练，既有在世界联赛战胜巴西队、在亚

洲杯夺冠的高光时刻，也有在世锦赛

上一局未胜的遗憾。队伍仍保有参加

明年举行的巴黎奥运会预选赛的希

望，队员们通过密集的海外参赛也得

到了一定磨砺。

2019年至2021年，因为东京奥运

会备赛以及疫情影响等多重因素，国

内的排球联赛赛程短、比赛封闭、对抗

性较差。2022-2023赛季中国男、女

排球超级联赛已对此做出了积极调

整：赛制朝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努力，

赛程时间跨度上也有所增加；新赛季

对各队引进外援不设总人数、位置和

上场人数限制，意图增加国内联赛的

对抗性。

尽管如此，由于各地投入、重视程

度不同，加之商业化水平较低，目前国

内排球联赛球队实力差距很大，且随

着外援新规的实施，差距将更为明显。提

升排球联赛的社会知名度和商业价值，是

重振和增进联赛整体水平的应有之义。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竞技体

育高质量发展，三大球的振兴是重要

内容。唯有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三大

球振兴系统性工程的根基才能真正牢

固，为体育强国建设增添强大动力。

新华社哈尔滨12月22日电（记者

李建平 王君宝）北京冬奥会后首个冰

雪季，中俄边境上的小城黑龙江省虎

林市，被冰雪运动搅得“火热”。

一场大雪过后，虎林变成了粉妆

玉砌的世界。当地体校内的冰场浇灌

工作已经完成，1.1万平方米的冰面上，

三条滑道宽阔平滑。

虎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刘光明说，今年这片冰场的面积是近

20年来最大的，相关部门将每周对冰

场进行三次维护服务，并免费为滑冰

爱好者提供冰刀等滑冰装备。

毗邻俄罗斯的黑龙江省虎林市拥有

幽静的江面、大片的湿地、深邃的森林，

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冰雪运动群众基础，

让这里涌现出一批冰雪运动人才。

每年冬季，虎林市的冰雪运动爱

好者都会聚集在当地的大小冰场、雪

场，驰骋飞跃、翩翩起舞。即便是零

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也阻挡

不了他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更激发了大家

的冰雪热情。

“终于把冬天盼来了。”虎林市滑

冰爱好者万福明说，他平时就喜欢滑

冰，北京冬奥会后的首个冰雪季，他非

常渴望尽情地玩一个冬天。“我希望有

更多人能参与滑冰运动，多锻炼身体，

滑出健康、滑出快乐。”万福明说。

青少年是冰雪运动的基石与未

来。在虎林市实验中学，孩子们在新

建成的冰场上溜、滑、蹦、跳，动作矫

健、身轻如燕。今年，学校开展了课

外冰上运动教学和训练，增加了学生

冰上活动时间，培养学生对冰上运动

的兴趣。

虎林市中学生孙婧琪说，冰雪运

动丰富了校园生活，既锻炼了青少年

的意志、体质，又带来了快乐。

虎林市委宣传部部长岳庆萍介

绍，近年来，虎林市借助北京冬奥会，

放大“冰天雪地”优势，加快推进“冰雪

乐园”建设，推广普及群众冰雪运动，

开拓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发展新路

径，实现了冰雪运动“热”起来、冰雪产

业“活”起来、冰雪旅游“火”起来的发

展新局面。

荣 光 与 挑 战
—— 中国三大球的“双面2022”

“冬奥余温”让东北边境小城“热”起来

近日，演员在闭幕式上表演。

当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闭幕式在卢赛尔球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中国女篮时隔28年再次闯入世界大赛决赛，男篮锁定2023年世界杯入场券，女足时隔16年再次站上亚洲之巅，男排十年后

再夺亚洲杯冠军，男足再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2022 年的中国三大球，有收获的喜悦，也有失利的苦涩；前进路上有挑战，更

应坚定信心、积蓄力量。 新华社记者 苏斌卢星吉

滑雪爱好者在V-PARK地形公园挑战跳台滑雪。

北京冬奥会后首个雪季，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不减。随着滑雪水平的不断

提高，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开始探索起“新玩法”，在滑雪公园中“飞天遁地”，体验自

由式玩法的乐趣。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 摄

12月21日，一名儿童在石家庄市高铁片区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学习打网球。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