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 晶

靠热血拼出来的女团金牌

虽然河北跳水队靠着坚韧顽强的拼搏精
神，战胜了广东、四川、解放军等队众多强手，
拿到了即便郭晶晶在队时也不曾拿到的全运
会跳水女子团体金牌，但回忆起来，河北跳水
队总教练李芳还是觉得一阵阵紧张。

8月19日上午，第十三届全运会跳水女
子团体比赛进入第二项——女子10米跳台
的争夺。河北小将张蕊站上 10 米高台，助
跑、跃起、向前翻腾 3 周半屈体、入水，动作
一气呵成。但在场边观战的李芳却始终紧握
双拳，显得有些紧张。“张蕊的每一跳我的心
几乎都跟着疼一下。”李芳说。

原来，就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张蕊在
房间洗漱时不慎打翻了洗手台，碎玻璃在她
的左大腿后侧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血流

不止。队医紧急处理后告诉李
芳，“张蕊的伤口至少需要缝五针以

上”。“缝针就意味着不能沾水，第二天
的女团比赛肯定就不能比了。”李芳告诉

记者，当时队医提出了一个保守治疗方案，
不过这样做恢复慢不说，疼痛也会持续很长
一段时间。可还没等她发表意见，张蕊就连
连说“保守治疗”就行，可以等赛后再去处理
伤口。

就这样，张蕊带伤参加了单人 10 米
跳台和双人 10 米跳台两项比赛，10 跳
中，她每一跳过后，血都会渗出来，伤口
也要重新处理、包扎，让李芳十分揪心。
可张蕊却大大咧咧地说：“河北跳水队的
光辉历史，都是拼出来的。为了这次全运
会，大家努力了那么久，不能因为我一个
人毁了大家的希望。”

据了解，河北跳水队本次参加女子团体
比赛的共 8 名选手，人员可丁可卯，刚刚够
用，如果有一个人比不了，就意味着河北队
要放弃这项比赛。李芳说，基于这种情况，从
赛前两个月起，教练组就特别注意预防队员
的伤病，越是临近比赛越不敢放松。可伤病
还是防不胜防，就在比赛前的四五天，跳台
主力队员索咪娅在完成一个每天重复上百
次的入水动作时意外扭伤了手臂，经过队
医、专家的紧急治疗，直到比赛前一天才确
定能带伤参赛。“谁知索咪娅刚好，张蕊又伤
了，真是很无奈。”李芳不禁苦笑着摇了摇
头，说：“如果我们备选的队员再多些，就不
会这样紧张了。”

大器晚成的“一姐”王涵

8 月 28 日，王涵拿到了她在本届全运
会跳水比赛中的第三枚奖牌——女子 3 米
跳板银牌。此前，由她领衔的河北跳水队已
经获得了女子团体金牌，她还同队友贾东
瑾搭档，拿下了女子双人 3 米跳板的银牌，
成为河北跳水队在本届全运会上获得奖牌
最多的运动员。说王涵是当今河北跳水队
的“一姐”，绝对没错。

说到河北跳水，郭晶晶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4 枚奥运金牌、世锦赛历史上唯一
一位五连冠得主⋯⋯可以说，2000 年之
后，国内外有郭晶晶参加的跳水比赛，别人
基本只有争第二的份。然而，随着 2009 年
第十一届全运会落幕，郭晶晶也告别了跳
水池。没了郭晶晶，河北跳水队的成绩一度

出现断崖式滑坡，甚至在全国比赛中跳进
前六名都成了奢望。

“当年河北跳水之所以辉煌，就是因
为有郭晶晶这样的‘大姐姐’在引领队
员，让大家有学习的目标和追赶的动
力。‘后郭晶晶时代’，我们同样需要这样
一名队员来以老带新。”李芳说，1991年
出生的王涵，是挑起“后郭晶晶时代”河北

跳水队大梁的不二人选。“王涵身体素质
好，在平时训练中所表现出来的那股韧劲，
也具备了一个领军人物的基本素质。”

王涵可谓大器晚成，其成长之路一波
三折。

她 2003 年底就被选入国家队，成绩却
一直不甚理想，以至于在国家队三进三出。
被国家队“退”回到河北队后，王涵的心理
受到一定影响，训练状态严重下滑。“当时
我觉得很委屈，意志很消沉，甚至有点不想
练了。”回忆起往事，王涵笑着说，“其实回
过头再看，那时候还是年纪小，不太懂事。
低潮低谷谁没有？再坚持一下，多努力一
点，可能就挺过去了。”

“后来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帮助她分析、
解决问题，王涵也足够努力，终于慢慢好了
起来。”李芳说，2008 年前后，根据王涵的
身体发育情况和技术特点，队里决定让她
改练跳板。虽然开始时有些难度，但王涵很
快发挥出了身体素质好的优势，在大赛上
崭露头角。从 2010 年广州亚运会夺冠开
始，王涵逐渐成为国家队的主力，并多次在
全运会、世锦赛等大赛中夺冠，逐渐挑起了
河北跳水队的大梁。

如今在河北跳水队中，王涵几乎就是
“定心丸”。在8月19日的女团比赛中，小将
索咪娅在 10 米跳台比赛中出现重大失误，
刚一上岸，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此时，王
涵冲着索咪娅握了握拳头，做出了加油的手
势，告诉索咪娅，“过去了就不要想了，谁都
会有失误，继续加油”。
在后面的比赛中，王涵
带着队友奋起直追，硬
是在落后对手 60 多分
的情况下，一步步实现
了“逆袭”，最终登顶。

作为河北跳水队
的新“一姐”，王涵直言
压力山大：“晶晶姐曾
是河北跳水乃至中国
跳水的一面旗帜。我无
论是运动成绩还是号
召力，都比她差不少，
只能严格要求自己。不
敢说能教小队员们什
么，但至少能让她们知

道，想要取得成绩，就必须付出比别人多得
多的努力。”

2012 年、2016 年两届奥运会，王涵都
是替补，没能真正站在奥运赛场，这让她非
常不甘心。王涵表示，26岁的自己比以前更
知道想要什么，现在目标就是东京奥运会，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尽全力去冲击2020年
东京奥运会资格，圆自己的奥运梦。”

年过半百的李芳“再出发”

郭晶晶离开跳水池时 28 岁，即便王涵
坚持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她离开之后，河
北跳水队的“接力棒”又该交给谁？李芳说：

“我们必须及早谋划，否则又将陷入无人可
用的‘死结’。”

作为河北跳水队曾经的运动员和如今的
教练员，今年51岁的李芳，已经为河北跳水
耕耘奉献了30多年。正是她一手培养出了郭
晶晶。按说，李芳早就可以“见好就收”了，但
直到目前，她依然没有“隐退江湖”的意思。

“虽然当教练这么多年，但我只带到第三代队
员，与我年龄相仿的教练早已经带出第五代、
第六代了。”李芳不无忧虑地表示，后备力量
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河北跳水运动的持续发
展，练跳水的孩子太少了。

优秀教练员缺乏，同样制约着我省跳
水人才培养的后劲。“这次河北队报名的教
练只有曹立业一个人，贾东瑾是队员兼教
练，我是技术官员，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带着
省队的20多个人在比赛。”李芳说。

为了河北跳水的未来，年过半百的李
芳主动辞去了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职务，选择“自主择业”，以河北
跳水队为班底，创立了河北 209 国际跳水
俱乐部，积极引入社会力量，以期为河北跳
水注入新活力。

“我们引入了竞争机制，大家的积极性
提高了。虽然我们的顶尖运动员仍没达到郭
晶晶那样的高度，但整体实力得到了很大提
升，这也是我们能够获得女团金牌的一个重
要因素。”李芳说，未来，她将努力吸引更多社
会力量参与到跳水运动员的挖掘和培养上
来，积极开展基层教练员培训，让河北跳水队

“江山代有才人出”。（本报天津8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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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运会成为
“全民运动会”

全运观澜

创郭晶晶退役后在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河北女子跳水蓓蕾初绽

现场聚焦

本报讯 （记者张镜、王伟宏、
张晶） 8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
进行了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的争
夺，我省代表团在跳水和赛艇两个
项 目 上 共 收 获 了 一 银 两 铜 3 枚

奖牌。
继此前摘得跳水女子团体金

牌、女子双人 3 米跳板银牌后，我省
名将王涵在28日下午进行的女子个
人 3 米跳板决赛中，5 跳的成绩均落

后于奥运冠军、重庆队选手施廷懋，
在难度系数总和相同的情况下，最
终以386.55分获得亚军。

赛艇男子四人双桨比赛，我省
选手康伟、王杨与天津选手徐磊、甘
肃选手朱海涛的跨单位组合拼得一
枚铜牌。赛艇女子四人双桨比赛，
我省小将孟楠与陕西、江苏、辽宁三
位选手的跨单位组合，虽然组队时
间较短，但比赛中配合默契，最终收
获一枚铜牌。

开幕式后首个比赛日

我省收获一银两铜

□记者 王伟宏

8 月 28 日，是第十三届全运会
正式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当天，
我省有多名老将出马。虽然他们之
中不少人的成绩并不尽如人意，表
现不那么“完美”，人们仍对他们的
执着和坚守报以热烈掌声。

成绩好时急流勇退，似乎是一
个完美的结局。但在梦想感召下永
不停止的脚步，更令人动容。

譬如段志强。这位 33 岁的自行
车选手，此前已经参加了 3 届全运
会，是河北代表团中为数不多的“四
朝元老”之一。而且，段志强参加的
项目，还是颇需要体能的山地自行
车项目。最终，他只获得了第十五
名，成绩为 1 小时 54 分 34 秒，比冠
军选手慢了11分48秒。

段志强曾在 2005 年获得全运
会亚军，2009 年摘得全运会金牌，
2013 年全运会只获得第七名。按照
常理，他早该淡出赛场，但他始终不
轻言放弃。4 年前卫冕失利后，他就
留下了两个字——“再战”。如今，他
依然不服老：“是该退役的年龄了。
但如果可以，我还会选择骑下去。”

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王家刚如此评价段志强：他虽
然体能不如年轻选手，但是他经验
丰富、专项技术好、沉稳老练，这不
仅能让他依然在赛场上具备一定竞
争力，更难得的是，他还可以在平时
的训练中发挥“传帮带”作用，把好
的技术、经验、精神，潜移默化地传
授给年轻队员。

同样的失利，庞伟 28 日也经历
了一次。

不知不觉中，那个在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横空出世、勇夺金牌的保
定小伙子庞伟，现在也已经是 31 岁
的老将了。他已经参加过两届全运
会，一直梦想拿到一枚全运会金牌。

然而，28 日的射击项目男子 50
米手枪比赛，庞伟在预赛中仅名列
第九位，与决赛资格擦肩而过。

可庞伟并没有气馁，他说：“射
击是一项运动寿命比较长的运动，
王义夫教练不是参加过6届奥运会，
44 岁还拿到奥运会金牌吗？所以我
觉得只要还有竞争力，老将也应该
再坚持一下。”

接下来，庞伟还将参加3个项目
的比赛，他期待自己能获得更好成
绩，“至少拿块牌吧”。

被一些太极拳、太极剑爱好者

称作“太极女神”的巨文馨，虽然今
年只有26岁，但在武术套路赛场上，
已经过了黄金年龄，算是一名老将
了。上届全运会，巨文馨获得了一枚
铜牌。她本希望这届全运会能让奖
牌换换颜色，然后就选择退役。

多年前，巨文馨就已经是队里的
“助教”，在平日的训练中负责为师弟
师妹们纠正动作，因而，退役之后的目
标她都想好了：“如果队里需要，我第
一选择肯定是留在队里（当教练）。”

然而，28 日的太极拳剑全能比
赛，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她与奖牌
擦肩而过，只获得了第四名，没能完
成将铜牌变成金牌的梦想。

“谢幕”的姿态，谁不希望能漂
亮一些，更何况爱美的巨文馨？对
此，她一时难以接受，哭着离开了赛
场。这一幕，让人有些心疼。

谁不希望老当益壮，再写辉煌？
但只要是比赛，就会有胜负，就会有
意外。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过程。只要你们拼搏过、尽力了，留
在人们心中的影像，就永远精彩。

再说，未尽的梦想，仍可以在教
练生涯中延续。那时，你们所有的经
历，都是队员的财富！

（本报天津8月28日电）

掌声，献给“不完美”的老将

河北选手王
涵获得女子 3 米
跳板银牌。图为
王涵在女子 3 米
跳板决赛中。

记者 耿辉摄

8 月 28 日晚，第十三届全运会跳水比赛在天津奥体中心游跳馆落
幕。在当日下午进行的女子个人3米跳板决赛中，河北运动员王涵获得
1 枚银牌，至此，河北跳水队在本届全运会上共收获 1 金 2 银，这是名将
郭晶晶退役之后河北女子跳水在全运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郭晶晶退役后，河北女子跳水曾陷入低谷，不过近年来，随着王涵、

贾东瑾等日渐成熟以及新生力量的成长，河北女子跳水正在重新崛起。

□蔡晓辉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8 月 27 日在天津开
幕。不设金牌榜、奖牌榜，是本届全运会与往届
的不同之处。

这样一个排行榜的有无之变，折射出体育
发展理念的跨越与提升。过去较长一段时间，
只有竞技体育、专业运动员才能登上全运会舞
台，没能很好调动群众的运动热情、满足百姓的
健身需求。

体育运动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每一块亮闪闪
的奖牌，还在于每一个拼搏、超越的瞬间带给人
们的精神享受，在于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乐
享其中。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今后全运会
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取消
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奖项的评选，即是着眼于
从评价指标入手推动体育发展理念的更新。

取消金牌榜、奖牌榜的同时，本届全运会还
增设了 19 个群众比赛项目，广泛开展“我要上
全运”活动，让群众体育爱好者在代表国家最高
水平的赛场上一展身手。奖牌与排名的淡化、
普通群众走上全运会的赛场，此中的深意就是，
我们发展体育事业首先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
举办体育赛事，是为了更好地引领和带动群众
性体育事业发展。

8月2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体
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等时强调，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
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
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从这个角度看，本届全运会
淡化奖牌与排名、普通群众走上全运会赛场的
变化，是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于体育事业发展理念和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体育强
国梦首先是全民健身的蓬勃兴起和全民体质的
不断增强。从当年的提升竞技体育水平以实现

“奥运夺金”，到今天促进群众性体育发展，助力实
现“健康中国”，全运会赛场上的一个个变化，记录
着我们体育事业发展理念的变革，也记录着时代
的变迁。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说：“奥运
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同样，全运会
赛场上最重要的不是金牌，而是让广大群众拥抱
体育运动的快乐与专业运动员超越自我的精神
一起升腾——当全运会真正成为“全民运动会”，
我们的体育强国梦必将伴随中国梦一同实现。

津门飞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