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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裁判工作
注入机制活力

全运观澜全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摘银

“铁姑娘”李雪妹，好样的

现场聚焦

本报讯（记者陈华）“我就是爱玩滑板，没想到因
为本届全运会将滑板列入了群众比赛，我不仅拿了
冠军，还因此见到了总书记。”8 月 29 日，在接受记
者电话采访时，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轮滑项目男子
滑板碗池冠军邢岩兴奋地说。

今年 30 岁的邢岩，是承德人，酷爱滑板。今年
8 月 13 日，他代表我省参加全运会男子滑板碗池比
赛，获得冠军。8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会
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
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以及在本届全运
会群众比赛项目中获奖的运动员代表，邢岩很荣幸
地参加了会见。

因为崴了脚，邢岩在天津只待了两天多就走了，
没有去现场观看全运会的比赛，他为此有些遗憾。
但他说，登上全运会的赛场后，让他感觉玩滑板更有
前途了，自己有了更大舞台。“希望更多青少年参与
到滑板这项很有挑战性的运动中。如果条件允许，
我希望自己能为我国滑板运动发展尽一份力，特别
希望能站到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邢岩期待着。

□叶娟娟

每逢重大体育比赛，裁判问题都引人关注。这几
天，人们欣喜地看到了本届全运会裁判工作的一些
积极变化。

在8月29日举行的全运会男足U20（20岁以下）
组比赛中，出现了底线裁判的身影，这是底线裁判首
次亮相国内足球比赛赛场。在辽宁队与新疆队的比
赛中，底线裁判切实发挥了作用，协助主裁判解决了
一个有争议的进球问题，双方球员都予以认可。本届
全运会排球比赛还首次启用了“鹰眼”裁判辅助系
统，帮助裁判解决包括球落地界内外判断、球员触
网、打手出界等容易产生争议的判罚问题。

体育比赛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平、公正。作为
赛场“执法者”，裁判工作的尺度和准确性如何，是衡
量比赛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裁判执法尺度掌
握得好，判罚准确无误，运动员和观众就会心服口
服；相反，如果出现一些不应有的误判、漏判，就容易
招致质疑和不满，不仅影响比赛结果的公平、公正，
还会降低赛事的公信力。

相信绝大多数裁判主观上是想做到执法准确
的，但客观上讲，裁判工作也是个技术活儿，赛场情况
瞬息万变，仅靠裁判肉眼观察，再加上站位、视角等原
因，很难确保百分之百准确。如果仅仅将判罚的公平、
公正寄希望于裁判个人的良知、能力和临场发挥，未
免过于苛责。所以，赛事组织者在加强裁判教育培训
的同时，应注重从工作机制和工作措施上下功夫。

切实提高裁判工作成效，需要结合实际，对症下
药，改革创新。在足球比赛中引入底线裁判，就是本
届全运会针对足球比赛中容易在底线附近发生的判
罚争议，如球是否越过了球门线、应该判罚进攻方角
球还是防守方球门球等问题，作出的尝试之一。另
外，鉴于水球、曲棍球、橄榄球等11 个项目本土高水
平裁判相对缺少，本届全运会在这些项目的比赛中
聘请了58名高水平外籍裁判“执法”。

做好裁判工作，建立完善纠错和监督机制也很
有必要。启用“鹰眼”裁判辅助系统，就是借助技术手
段纠错的有效措施之一。此外，国家体育总局还派出
督察小组深入各个赛场进行赛风赛纪监督，并对裁
判判罚问题突出赛场的相关责任部门作出了处罚，
体现了加强监督的坚定决心。

希望这些好的做法，在本届全运会后仍然延续
到相关比赛中，切实营造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

本报讯（记者王伟宏）8 月 29 日，阚文聪在第十
三届全运会武术套路女子长拳剑术枪术全能比赛中
卫冕全运会冠军，她的队友郭梦娇获得铜牌，河北武
术队是本届全运会战绩最好的武术队之一。省体育
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魏新换告诉记者，该中心
将继续坚持“竞技武术金牌战略、群众武术品牌战
略、武术产业推广战略”，争当全国武术排头兵。

武术套路女子长拳剑术枪术全能是我省武术的
传统优势项目。在阚文聪之前，还曾涌现过全国冠军
刘侠等名将。最近 3 届全运会的武术套路女子长拳
剑术枪术全能比赛，我省都有两名选手参加，并取得
了 2 金、1 银、1 铜的成绩。阚文聪退役后，郭梦娇接
过接力棒，我省在该项目上将继续保持优势。

在女子长拳剑术枪术全能项目的带动下，我省
其余几个武术套路项目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具备
了冲击全运会奖牌乃至金牌的实力。如今，我省武术
队已经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满贯武术队之一，并
形成了完善的梯队。

魏新换认为，竞技武术必须以更高的目标为追
求，坚持走金牌战略。与此同时，作为竞技武术“塔
基”的群众武术要坚持走品牌战略，省武管中心将打
造更多的品牌赛事和活动，加大群众武术的推广力
度，同时通过赛事深挖人才。我省还将进行武术相关
产业的推广，力争打造与我省武术水平相匹配的武
术产业水准。

魏新换信心满满地表示：“自古燕赵多豪杰，河
北省武术底蕴深厚。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省的群
众武术会更加普及，竞技武术也能培养出更多的‘阚
文聪’，河北武术要争做全国武术的排头兵。”

场外连线

全运会男子滑板碗池冠军邢岩

感谢全运会
给了我更大舞台

河北武术争当
全国排头兵

□记者 王伟宏

8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射击项目
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现场。

打完最后一枪，庞伟转过身来，面带
笑容向观众席挥手致意，而后摘下射击帽
和眼镜，走到场边，坐在了省队教练张胜
阁旁边。

这是庞伟第四次征战全运会男子10米
气手枪比赛，虽然他北京奥运会时在这个项
目上一战成名，但再一次无缘全运会奖牌。

庞伟已经 31 岁了，但长他 15 岁的山
东老将谭宗亮在这场比赛中夺冠，又给他
上了一课，也让他坚定了决心——继续坚
持，争取续写老枪传奇。

倔劲儿还在，输了不找借口

庞伟是个直脾气，有股倔劲儿。这股
倔劲儿，曾让他 12 年前在同批运动员中
脱颖而出，率先进入国家队，也让他在 9
年前实现了奥运冠军梦。如今已为人父的
他，依然保持着这股倔劲儿。

8 月 30 日这场比赛，庞伟在预赛中跌
跌撞撞，排名长时间徘徊在20名-30名之
间。预赛倒计时10分钟提醒到来之前，他快
速打完最后一组子弹，排名跃升至第7名。

决赛也非常残酷。在不淘汰的第一阶
段，庞伟一度发挥神勇，在现场第一次播
报成绩时名列第一。但淘汰阶段第三轮，
8.5 环和 9.4 环的低迷表现，让他最终以第

六名的成绩出局。
“输了就输了，没必要给自己找客观

原因，全心打下一场呗。”寄存了枪支离开
赛场，庞伟在前去进行尿检采样的路上，
边走边与记者交谈。

但其实，此次比赛的预赛赛场空间很
小，而庞伟很不凑巧地被分在了距离赛场
出入口很近的靶位。作为明星运动员，庞
伟的比赛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他身后几
乎是赛场里最热闹的地方。

决赛中，庞伟则是吃了自己出枪风格
的亏。他喜欢做足击发准备后再开枪。几
次击发，都恰巧碰到看台上有观众为其他
选手打出好成绩而欢呼。

拼劲儿还在，晕倒后爬起再战

作为国家队队员，在这个全运会周
期，庞伟大部分时间在国家队训练，最后
备战阶段才回到省队与队友们一起训练。

考虑到庞伟年龄偏大，身体机能恢复
慢，省射击队为庞伟制定的训练计划是技
术训练与普通队员一致，酌情缩减体能训
练。“庞伟知道自己的体能训练量小了，所

以加强了自己的技术训练。有时候其他队
员都练完了，他还选择再练一会。”张胜阁
向记者透露了一件令他动容的事情。2016
年里约奥运会时，庞伟代表中国射击队出
战。他刚刚入住奥运村，就在一次洗漱时
突然晕倒，把自己磕了一下。经过队医紧
急诊断，庞伟晕倒的原因终于找到——颈
椎压迫神经。尽管这件事并没有对庞伟在
里约的比赛造成多大影响，他最终仍拿到
了一枚铜牌，颈椎病还是给庞伟之后的训
练和比赛带来了很多不便。

但庞伟告诉记者，这是射击运动员中
常见的“职业病”，没啥，况且经过长时间
的按摩等治疗，他这不是顺利踏上自己的
第四次全运会之旅了吗？

心气儿还在，期望续写老枪传奇

今年早些时候，国家射击队取消总教
练职位，选聘步枪、手枪和飞碟项目主教
练。作为奥运会冠军，庞伟参与了男子手
枪项目主教练职位的竞聘。不过考虑到队
伍以老带新的需要，国家射击队希望庞伟
再战一届奥运会，庞伟最后接受了安排。

“如果条件允许，我会至少再战一届
奥运会，今天这个决心更坚定了。”8 月 30
日的比赛结束后，庞伟说，除此之外，为河
北拿到一枚全运会金牌的梦想，他从没有
忘记。

庞伟和杜丽是一对知名的奥运冠军夫
妻。庞伟8月30日这场决赛，杜丽又一次来
到现场为老公加油。比赛结束之后，杜丽在
兴奋剂检测室门口等待庞伟。她告诉记者，
自己肯定不会拖庞伟的“后腿”。“我现在是
国家队教练，如果因为庞伟是自己老公，怕
他练下去太苦或者太累就不让他继续练
了，那是一个合格的教练吗？一句话，我尊
重他的决定。”

杜丽说：“他（庞伟）在儿子眼里可是一
个大英雄，儿子很听他的话，而且儿子也很
喜欢射击。我和儿子已经谈过，他说自己经
常见不到爸爸会不爽，还会哭，但他是爸爸
的头号粉丝，支持爸爸的一切决定。”

9月1日，庞伟还将与省队女将赵须携
手，出战本届全运会男女混合10米气手枪
团体比赛，他的全运会金牌梦能否实现？他
是否会继续坚持下去？一切都值得期待。

（本报天津8月30日电）

□记者 张 晶

8 月 30 日上午，在天津海河吉兆桥段
举行的第十三届全运会赛艇项目女子双
人双桨决赛中，河北选手夏倩和贾紫南搭
档获得第五名。比赛结束，当队友贾紫南
上岸向观众致意时，夏倩却独自一人抬头
望向天空，任凭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

这场比赛后，她在本届全运会的比赛任
务全部完成，也打算退役了，可想起孩子，心
却久久不能平静——“女儿啊，妈妈想你！”

生女4个多月后毅然复出

夏倩1992年出生在廊坊，今年25岁。她
16岁时进入廊坊赛艇队，成了一名专业运
动员。

2015 年初，夏倩在全国赛艇锦标赛
上与队友奋力拼搏，拿下了女子四人双桨
冠军。随后，她与相恋多年的男友举行了
婚礼。夏倩说，尽管结婚了，她还是准备冲
击 2017 年全运会的。备战中发现自己怀
孕了，她真是“又喜又忧，五味杂陈”。

河北赛艇队教练崔永辉介绍说，那时
候夏倩状态正佳，还处于巅峰期，队里十
分希望她能全力备战，但怀孕生产对一个
女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尊重运动
员的选择”。

2016年6月底，夏倩顺利产下一名女

婴，她给孩子取了个小名——涵涵，“涵有
水泽、水波的含义，其实我心里还是放不
下水，放不下赛艇”。此时，正是河北赛艇
队备战全运会的关键时刻，夏倩在带孩子
之余，也一直关注着队伍的动态。去年 10
月底 11 月初的时候，教练给她打来电话，
问候之余，也表达了希望她恢复训练的意
思，夏倩的心动了。

经过一番思考，她做通家人的工作，放
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毅然回到了赛艇队。

每次与孩子视频见面后都会掉泪

虽然有着多年专业训练的底子，但刚
刚生完孩子 4 个月，夏倩的身体还是非常
虚弱。“她刚回来时身体已经有些走形，毕
竟 1 年多没有训练了。说实话，她能不能
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我们心里也没底。”崔
永辉说，当时省赛艇队的姑娘们都在跟随
国家队训练，只有夏倩一个女将跟着男队

员一起在千岛湖冬训。每天的训练科目，
她都保质保量完成，从没喊过苦。

夏倩回忆说，最初的 3 个月真是非常
煎熬，虽然水感、技术还在，但身体训练几
乎是从零开始，每天的大运动量训练后，
她几乎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了。

最让她难受的还是对孩子的思念。恢
复训练以来，夏倩只见过孩子 3 次，没有
亲眼见证孩子长牙、说话、走路。“疯丫头”

“女儿终于不那么折腾了”“宝贝，妈妈想
你”“祝我的宝贝健康成长”⋯⋯在夏倩最
近几个月的朋友圈里，几乎每一条都是女
儿的视频，但从不见她向家人说苦。有一
次，夏倩的手在训练中受伤，家人得知后
很担心，但她却乐观地回应：“多吃几个鸡
蛋就补回来了。”“唯一的安慰是训练后与
孩子通过视频见面的时刻，但每次视频后
我都会掉泪，思念有时候压得人喘不过气
来。”夏倩说，她不止一次宽慰自己，“宝贝
对不起，妈妈很爱很爱你，只是因为梦想在

心，责任在肩。”
不过，一旦坐到艇

上开始训练，夏倩就
像换了一个人，“脑

子 里 什 么 都 不
想，一定要把训

练完成好”。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中，
夏倩的状态恢复迅速。在今年初举行的全
国赛艇冠军赛上，她与队友配合，获得了女
子双人双桨和四人双桨两枚金牌。

希望教会孩子勇敢面对挑战

今年上半年，受到跨单位组队等全运
会新规影响，夏倩又经历了换搭档、换桨
位等“波折”，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参加全运
会的决心和信心。

在 28 日进行的女子四人双桨比赛
中，夏倩和 3 位配合时间不长的搭档携手
获得第八名，30日又与队友贾紫南一起收
获了双人双桨第五名。成绩虽然并不突
出，但夏倩还是充满自豪。

“这次参加全运会是对自己的一次挑
战，我已经没有遗憾了。我可以骄傲地跟
女儿讲，‘面对困难，妈妈没有放弃’。我希
望我的孩子也能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去
勇敢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她说。

记者问她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夏倩表
示，先要好好陪陪女儿、陪陪家人，未来希
望成为一名老师。

采访接近尾声，夏倩的手机突然响
了。原来，前两天她的婆婆出了车祸，目前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为了让她安心比赛，
家人一直瞒着她，现在，丈夫正在赛场外
等她一起回家。

放下电话，夏倩焦急地流下热泪，“我
不在的日子，一直都是婆婆给带孩子，家
人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说着，她急
匆匆朝赛场外走去。

（本报天津8月30日电）

10米气手枪比赛再次无缘全运会奖牌

庞伟期望续写老枪传奇

河北赛艇队妈妈选手夏倩

“女儿啊，妈妈想你”

在8月30日傍晚结束的全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
决赛中，我省女将李雪妹和队友石晶晶合作，收获一枚银牌。
作为29岁的老将，李雪妹坦言，这估计是自己参加的最后一届
全运会，既然已经站到了全运赛场，就要“豁出这条老命”。

她简直就是个“铁姑娘”！

夏倩（右）和贾紫南在女子双
人双桨决赛中。 记者 耿 辉摄

□记者 张 晶

2009 年的全运会，李雪妹获
得了场地自行车女子500米个人
计时赛金牌，同时打破全国纪录
并超亚洲纪录。那是她职业生涯
中最辉煌的时刻，那时李雪妹刚
21 岁，青春无敌。2013 年的全运
会，李雪妹收获两枚银牌，仍然气
势如虹。今年，李雪妹已经 29 岁，
英雄已暮。

为了重返巅峰状态，冲击这
届全运会，李雪妹度过了一段常

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日子。河北自
行车队教练常玉斌告诉记者，李
雪妹已过了自行车运动员的黄金
年龄，以她近两年的状态，参加全
运会是很困难的，但为了参赛，她
硬是拖着满是伤病的身体，逐渐
加大训练量，主动把杠铃深蹲的
负重量从 120 公斤提高到 150 公
斤，“现在的训练重量是她 21 岁
时的标准”。

看着李雪妹这么拼，常玉斌

十分心疼，问她要不要减减量，李
雪妹的回答从来都是仨字——

“能坚持”。“其实她的腰、膝关节
和肩部都有陈旧伤，每次训练都
会疼得冒冷汗。”常玉斌心疼地
说。

这正是李雪妹的性格，也是
她能取得好成绩的重要保障。“从
我第一天带她到现在，12 年了，
她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十分严格，
教练制定的训练计划，她从来都
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常玉斌说，
李雪妹训练中从来都不偷懒，无
论教练在与不在都是一个样。

29岁的年龄，硬要扛起21岁的训练量

运动员最怕的就是伤病，但
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2010 年，
李雪妹在一次训练中不幸摔倒，
左侧锁骨骨折。可 3 天后，她就打
着石膏，出现在了训练场。常玉斌
说：“她就怕耽误训练，医生说上
肢不能活动，她就安心练下肢力
量，反正是闲不住。”

由于李雪妹训练刻苦，成绩

提高很快，入选国家队，世锦赛、
世界杯夺牌，亚锦赛获冠军⋯⋯
但命运似乎总爱和人开玩笑，
2014 年，李雪妹随国家队参加在
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杯比赛时，
又不幸将右侧锁骨摔骨折，“这下
比上一次的伤还严重，固定骨头
用的钢板现在还留在她的身体
里。”常玉斌不无遗憾地表示，这

次大伤差点断送了李雪妹的职业
生涯，虽然后来并无大碍，但她毕
竟年龄大了，恢复起来没有以前
快，状态也不如从前了。

然而，李雪妹仍然坚持到了
本届全运会。她的精神，鼓舞着
河北自行车队的小队员。“她是
大 家 的 榜 样 ， 可 以 说 是 ‘ 队
魂’，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
用。不管成绩怎样，我们都该为
她点赞。”常玉斌动情地说。

（本报天津8月30日电）

左侧锁骨骨折，3天后就出现在训练场

◀图为李雪妹（左）和石晶晶在比赛中。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