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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大幕已经拉开，
竞技场上，健儿们的激烈比拼，吸引了众
多人的目光。

这也难怪。因为一方面，许多竞技
项目普及程度高，拥有数量可观的拥趸；
另一方面，全运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
亚洲冠军、全国冠军等各类冠军选手云
集，比赛水平高，他们训练中顽强拼搏、
赛场上奋勇争先的故事，也自带热度和
流量。

但如今的全运会，不只有竞技比
赛，还有群众赛事活动；不只是专业运
动员的“华山论剑”，也是健身达人的大
舞台。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作
为全运会重要的改革，第十三届全运会
设立了群众组。本届全运会进一步扩大
群众参与，项目进一步增多。除了比赛
项目，还针对参与人数众多的广场舞、广
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等 4 个项目，
设置了展演项目，给了更多人特别是中
老年人参与的机会。

这 进 一 步 激 发 了 群 众 的 健 身 热
情——没有训练补贴，哪怕顶着烈日也
要起早贪黑训练提升；无缘进入决赛一
展身手的大叔大妈，居然也会难过得哭
鼻子。这些身边人的全运故事，这些动
人的场景，既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唤起的民众对于
体育健身的热情和日益增强的健康意识，又从侧面反映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全民全运”的巨大吸引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相对于属于专业运动员的竞技赛场，属于大众的群众赛事活
动或许离我们的生活更近。如果说专业运动员拼搏奋斗的故
事带给我们的是青春洋溢的正能量，那么，群众参赛者的经历
带给我们的则是平实又真实的温暖。

在关注竞技比赛的同时，也别忘了为群众选手喝彩。喝
彩的同时，也别忘了像他们一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从中收
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没想到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登上全运会的舞台，这段备
战参赛经历太让人难忘了。”9月13日，虽然距离参加第十四
届全运会第九套广播体操团体赛城市街道（社区）组比赛已经
过去一个多月时间，代表我省参赛的石家庄市桥西区裕西街
道代表队队员颜惠敏仍激动不已。

广播体操作为大众普及率较高的健身项目，深受群众的
喜爱。本届全运会，有着70年历史的广播体操作为群众赛事
活动展演项目首次登上全运会舞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首次采用上传视频方式线上参赛，通过决赛进行线下评审
最终评出各类奖项。

“我们坚持每天做15分钟广播体操两三年了。”今年63岁
的颜惠敏是石家庄一家健步走俱乐部的负责人，她说，今年6
月，听说本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展演设立了广播体操项目，
俱乐部就开始每天抽出专门时间积极练习。

“群众对于广播体操的热爱超出我们的想象。”省体育局
群体处一级调研员宋丽萍介绍说，今年7月初举办的“我要上
全运”河北省广播体操展演活动线上选拔赛，共有 1000多人
参加，上传视频 187 个。经过专家评审，7 月 11 日，颜惠敏和
另外 28 人胜出，开始了为期 13 天的城市街道（社区）组集训
备战。

没有训练场地怎么办？经过协调，集训队员每天上午 9
时前可以使用石家庄市裕彤国际体育中心二楼的一间排练
厅；没有教练怎么办？省体育局选聘广播体操方面的专家丰
志杰、徐华、王平勉手把手地教。

广播体操普及率虽高，但易学难精，个人动作的到位率和
整个队伍动作的同步性是裁判打分最重要的标准。集训队员
中既有教师、公安民警，也有私企员工、老板，还有退休职工，
平均年龄 53岁，一些人还有伤病，如何提升他们做广播体操
的美感？

“一点点地抠呗。”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丰志杰说，集训从
基本功抓起，出现动作不到位时，就喊一拍做一拍纠正。经过
反复练习，动作如果做到位了，就稍停一下，让队员们回想回
想，“留住肌肉的本体感觉”。

7月的石家庄，正是炎热的时候，虽然集训安排在早晨进
行，但两个小时练下来，队员们都会汗流浃背。

63岁的梁国跃四肢协调性不好，但集训中的认真劲儿却
一点儿也不输其他队员。爱出汗的他每天带 5件背心，随时
准备更换。“都有希望参加全运会了，多光荣啊，苦点累点算
啥？”梁国跃说，老伴儿之前也参加了“我要上全运”河北省广
播体操展演活动线上选拔赛。他参加集训后，为了支持他，
老伴儿就把带孙子孙女、做饭等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揽了
过去。

53 岁的吴梦棠患有滑膜炎，行动受限，有时候连蹲下都
比较困难，就套了两个护膝坚持参加集训。决赛当天拍完视
频下来，她每10分钟就要喷一次药。

“有的队员住在西三环外，为准时参加集训，每天不到 5
点就要起床，捯饬捯饬，赶6点半的第一班地铁前往训练场。”
颜惠敏说，集训期间有两天下雨，但队员们没一个迟到的。

对着大镜子纠正动作，闭着眼把动作练到位后再睁开眼
找肌肉的本体感觉，录下集训视频反复观看找不足，每天的集
训课结束后自己再找时间加练……大家全身心投入，精益求
精，动作美感日益提高。经过进一步筛选，20 人进入决赛
名单。

“参加集训的积极性都很高，都想着能跻身全运会，所以
决赛没让上场的队员难过得都哭了。”宋丽萍回忆。

7月24日，石家庄市桥西区裕西街道代表队的20名队员
服装整齐，精神抖擞地走上决赛视频录制现场。最终，他们获
得了最佳人气奖。

“知道我参加全运会并获了奖，最近一段时间总有朋友打
电话、发微信问和广播体操相关的事。”颜惠敏高兴地说，“现
在，我们俱乐部日常锻炼增加了做广播体操的时间，身边越来
越多的健身爱好者准备加入呢。”

“你好，请打开全运通，并出示全运
码……”记者乘火车抵达西安的第一时间，
前来接站的志愿者就开始对记者进行“健
康检查”。

为做好第十四届全运会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西安疫情监管系统全运通
APP 于 7 月 11 日正式上线。来陕西前，记
者就接到通知要提前下载这个 APP，里面
设 置 核 酸 检 测 结 果 、新 冠 疫 苗 、健 康 打
卡、防疫健康信息四个板块。记者需按
要 求 每 天 在 里 面 打 卡 上 报 体 温 。 抵 陕
前，除接种两针新冠肺炎疫苗外，记者还
需进行不低于三次、最后一次距离抵达西
安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同时同步上传
检测证明等，从而保证 APP 内四个板块

均为绿码。
第十四届全运会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疫情
防控绝对是头等大事，可以说是全运会的

“第一战场”。细致而又严格的疫情防控工
作，让记者感触颇深。

在火车站检查完所有绿码后，志愿者
引导记者们通过绿色通道前往乘车点，再
进入媒体记者村。到达媒体记者村后，记
者们集中进行测温，再次出示四个绿码，再
次进行核酸检测。

根据相关要求，进入媒体记者村后，记
者们须时刻保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为保证记者们能随时进行核酸检
测，媒体记者村内常设两处核酸检测点，从

早 6时至晚 24时免费提供检测服务。进村
人员还需每日持续进行体温测量，关注是
否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并打卡。

媒体餐厅里，每个餐桌上都设置了挡
板；记者村房间、服务中心等各处摆放着免
洗消毒洗手液、消毒湿巾、口罩等防疫物
品，供大家随时随地取用……

本届全运会除西安赛区外，还在陕西
多地设置不同项目的赛区。为实现所有行
程闭环管理，记者们如到西安之外的赛区
采访，需统一乘坐组委会班车、点对点到相
应赛区。抵达其他赛区后，需第一时间进
行核酸检测。部分赛区甚至需要每24小时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不仅仅媒体记者村内管控严格，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四届全运会坚持
“一赛事一方案、一场馆一方案、一群体
一方案”，严格执行“疫苗接种+21 天隔离
或 14 天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闭环管理”
的 防 控 措 施 ，力 保 赛 事 期 间 疫 情“ 零 发
生 ”，确 保 涉 赛 参 赛 人 员 健 康 和 生 命
安全。

第十四届全运会铁人三项比赛在陕西
省汉中市举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人员表
示，该项目赛场外圈全部做到了封闭隔离，
所有入场人员必须持证并通过安检后才能
入场。所有运动员和裁判员全部入住指定
接待酒店并实行封闭隔离，出入酒店采用
专用车辆点对点运输，以确保疫情防控措
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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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操做上了全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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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全运会的“第一战场”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我的全运故事

9月16日，河北射击队的教练王昆（左一）、谭万明（右一）与运动员刘禹岐（左二）、杨皓然（左三）、杜林澍（右二）站在冠军
领奖台上。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9 月 16 日，在

长安常宁生态体育

训练比赛基地举行

的第十四届全运会

男子10米气步枪团

体赛中，我省东京奥

运会冠军杨皓然率

队友杜林澍、刘禹岐

摘得金牌，为我省赢

得本届全运会正式

开幕后的首金。

此前，在男子

10米气手枪团体比

赛、10 米气步枪混

合团体比赛中，我省

射击队也夺得了

金牌。

我省射击队一

直是国内的一支劲

旅，这届全运会与以

往略有不同的是，在

常静春、张胜阁等名

教头带领下，新一代

的领军人物和小将

们逐渐崭露头角，茁

壮成长起来。

现场：一次关键的暂停

“回归自己的动作，不要去想其他
问题，专注你的单发。”赛后，刘禹岐回
忆起教练常静春在比赛中对他们说的
这句话，认为这可以说是改变第十四
届全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归
属的转折点。

9月16日当天的男子10米气步枪
团体金牌赛，与浙江队一同闯入金牌
赛的我省射击队，原本发挥神勇。杨
皓然一连打出10.6环、10.9环等优异成
绩，率领队友很快以6∶0遥遥领先。这
时，浙江队叫了一次暂停。随后，在以
0.3分的细微差距再丢两分后，他们的

“手感”忽然来了，比分开始猛追。
8∶2，8∶4，眼看双方比分到了8∶6，

浙江队快要追平了。形势紧迫，常静
春果断地叫了这次暂停。

这场比赛我省的参赛选手杨皓然
和刘禹岐，都是常静春的弟子。喊了
暂停后，他没有去管稳定发挥的杨皓
然，而是径直走向从神态和动作上看
都有些微起伏的刘禹岐，向他叮嘱一
番；又轻轻拍了拍另一位运动员杜林
澍的肩膀，细说了两句。

接下来，被很多人啧啧称奇的事
儿发生了：下一轮，杨皓然、杜林澍、刘
禹岐相继打出 10.7 环、10.5 环、10.8 环
的高分，顺利拿下两分；随后又连胜两
局，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以 14∶8
拿到赛点；最终，在一次失利和两次戏
剧性的“打平”后，我省射击队以15∶11
夺得了胜利。常静春第一时间向他们
送上了掌声和祝福的拥抱。

赛后，回忆起暂停时的情况，刘禹
岐感谢教练常静春这次暂停的恰到好

处 ，帮 助 他 们 稳 定 了 心 神 ，洗 去 了
浮躁。

“教练和皓然哥围过来的那时候，
真的是很欣慰。队友给力，自己也没
有‘拉胯’。”刘禹岐难掩激动。

“不到最后一枪，你永远不知道谁
是冠军。”赛后，我省射击队领队彭多
宝感慨，对于决赛里的一波三折，她尽
管习以为常，深知这是射击比赛的常
态，在观众席上还是忍不住揪心。

她说，上届全运会男子 10 米气步
枪团体项目冠军还是以个人参赛成绩
相加的方式决出，这一届改变了赛制，
用资格赛、决赛的方式决出，比赛的偶
然性进一步增加，更加考验运动员们
的心态。

结果证明，久经大赛磨炼的杨皓
然和长期在国家队训练的刘禹岐，在
关键时刻能“HOLD”住。初出茅庐的
小将杜林澍也顶住了压力，在发挥不
佳的情况下能及时调整。大家齐心协
力，终于为我省拿下了这枚宝贵的
金牌。

团队：一群小将的崛起

“上一届全运会，我省射击项目的
金牌基本上都是由庞伟、杨皓然这些
老将拼来的。”彭多宝回忆。

年仅25岁的“老将”杨皓然是我省
射击队的中坚力量，全运赛场堪称他
的“福地”：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运会，
17 岁的他从一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
手中，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出征
里约奥运会失利后，他在 2017 年的第
十三届全运会重新起步，以2金的成绩
强势回归；本届全运会至今，杨皓然已
经取得了2金1银的好成绩。

如 今 的 杨 皓 然 ，表 现 相 当“ 硬

核”，俨然成了教练和队友心中值得
信赖的大树。未来，他恐怕要挑起更
重的担子。

除了大赛经验丰富的杨皓然外，
刘禹岐是第二次踏上全运会赛场，杜
林澍则是第一次。“刘禹岐是‘01 后’，
杜林澍是‘03 后’。”彭多宝介绍说，他
们是我省射击队的后起之秀。

杜林澍2018年底进入我省射击队
以来，进步迅速。去年下半年，这个瘦
高、帅气的大男孩儿，成绩更是突飞猛
进。在今年上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杜林澍夺得男子 10 米气步枪项目铜
牌。本届全运会，年轻的他显得老成
持重，表情始终平静如水，即使偶尔发
挥不佳，也能在后续比赛中迅速调整，
找回状态。而走下赛场，他则更像个
调皮的孩子。举着金牌站在领奖台上
时，边向身边的教练示意，边不忘搞
怪，假装要去咬金牌。

在此前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
中夺金的胡鹏琦，也是 1998 年出生的
年轻运动员。他2015年参加我省射击
队集训，去年才刚调入。第一次参加
全运会，就有不俗表现，实属不易。

这些小将们的崛起并非偶然。据
悉，从2018年开始，为了壮大后备人才
队伍，我省射击队就开始加强梯队建
设，通过成立小学校园射击队、开展省
内射击射箭公开选拔赛等，培养锻炼
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小队员。从2019年
的二青会开始，他们走向赛场接受锻
炼，在这两年的全国比赛中逐渐活跃
起来。

9月16日的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
赛夺冠后，常静春满脸笑容走向三位
运动员，先是与杨皓然击掌，然后一把
揽过两位小运动员。期待我省射击队
的未来就如这幅画面一样，在教练的
呵护和领军人物的带领下，一路凯歌
向前。

▼9月16日，河北射击队的杨皓然（左）、杜
林澍（中）、刘禹岐（右）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
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当日，第十四届全运
会射击比赛在陕西省长安常宁生态体育训练比
赛基地进行，在男子 10 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
河北运动员杨皓然、杜林澍、刘禹岐以16∶12的
比分战胜浙江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全运会河
北射击队收获的第3金，截至目前，河北代表团
共获得5金4银2铜。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