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体育 2023年9月12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刘珊珊 视觉编辑：孙涛

或低头思考，或执笔记录……不动声色
中，对弈双方在棋盘上你来我往。

这是 9月 11日，在涉县龙山宾馆进行的
河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象棋决
赛现场。1 号台的比赛尤为引人关注，不一
会儿，随着参赛选手向裁判举手示意，双方分
出胜负，来自保定的选手范敬宜赢下本场比
赛，从而以9轮连胜的成绩，获得本届省运会
青少年组国际象棋男子甲组冠军。不久前，
他刚刚获得一项全国冠军。

当天，其他各个小项的冠军也各有归属。
青少年组国际象棋比赛是本届省运会的

新增项目，也是国际象棋时隔30多年再次成
为省运会竞技项目。去年 7 月，来自全省的
400余名选手经过初赛的角逐，108人获得决
赛资格。此次决赛为期四天，共有11支代表
队竞争甲、乙两个组别男子个人、女子个人、
混合团体三个项目的奖牌。

范敬宜与国际象棋的“结缘”，得益于其
在保定师范附属学校读二年级时参加的国际
象棋进校园活动，他说：“当时学校每周都有
国际象棋课程，学习后发现很有意思。班级
还经常组织比赛，我对这个项目越来越感兴
趣，就坚持了下来。”颇有天分的范敬宜，目前
已经获得棋协大师称号，这是国际象棋业余
选手所能获得的最高头衔。

“近年来，我市通过国际象棋进校园、进
幼儿园活动，积极推动该项目在青少年中的
普及，全市国际象棋人口每年至少新增2万，
目前覆盖人口接近 20 万。”保定市国际象棋
协会主席柳仁辉介绍。

以保定师范附属学校为例，国际象棋已
经成为该校的校本课程，班班有队伍，年年有
比赛，两个校区每年新增学习国际象棋的学
生 2000 人。该校还成立了国际象棋社团及
高水平校队，被评定为中国国际象棋高水平

后备人才基地，近年来培养出国际象棋国际
特级大师李雪怡、国际大师赵芸卿等多名优
秀人才，不仅为省队输送优秀队员，还有相泽
宇、黎家彤等多人进入国家少年队。

柳仁辉说，除了大力在保定市主城区中小
学、幼儿园开展推广普及活动外，他们还在安
国、易县等地积极开展国际象棋进校园活动，
带动周边地区国际象棋的发展。

身着红色参赛服的邯郸市代表队参赛人
数众多，在这几天的赛场内很是显眼，最终他
们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邯郸市国际象棋起
步较早，有6所学校及幼儿园被评为“全国国
际象棋传统学校”。该市还充分发挥国际象
棋运动协会的作用，推动建立了覆盖多个县

（市、区）的十余家国际象棋俱乐部。
邯郸市还积极举办承办国际象棋赛事活

动，激发项目发展活力，先后举办承办过邯郸
市国际象棋精英赛、等级赛、幼儿大赛，以及

京津冀国际象棋棋士赛、河北省国际象棋业
余联赛暨业余棋王争霸赛总决赛等。“为备战
此次比赛，我们在全市优中选优，组建了集训
队，聘请国际大师执教。”邯郸市国际象棋运
动协会主席言钊介绍。

“国际象棋有益于智力锻炼，对于青少年
的逻辑思维能力、抗压能力、团队协作意识等
都有促进作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省体育局棋牌运动中心主任胡明介绍，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增设国际象棋项目，旨
在通过发挥赛事带动作用，促进青少年国际
象棋的发展。各地积极组队，选拔优秀队员
备战参赛，助推项目水平进一步提高。

我省还积极培养基层优秀教练员、裁判
员，并通过多项赛事发掘优秀苗子组织集训。

“我们每年组织省青少年锦标赛、棋士赛、棋协
大师赛等各类赛事，有的比赛参赛者超1200
人，为省队梯队建设储备了人才。”胡明说。

“今天的比赛有点可惜，本来有优势，但
没坚持住。”9月 9日，参加完当天的青少年
男子乙组（8岁—12岁）国际象棋比赛，来自
廊坊开发区第一小学的小选手王蒲凡一边
和教练复盘，一边对记者说。

及时复盘当天的比赛，已经成为王蒲凡
的习惯，他说：“通过复盘，不仅可以对自己
的表现查漏补缺，也可以借鉴对手的妙招。”

今年8岁的王蒲凡，是本届省运会青少
年组国际象棋比赛年龄较小的参赛选手。
他与国际象棋的“结缘”，始于家里的一副国
际象棋“玩具”。

“我之前玩过一阵国际象棋，后来不玩
了，就把棋给王蒲凡当玩具。”王蒲凡的爸爸
王劲夫回忆说，没想到当时才3岁的王蒲凡

对这副“玩具”“情有独钟”，经常拿在手里摆
弄。看孩子感兴趣，王劲夫就开始教他简单
的国际象棋知识。

王蒲凡上幼儿园后，恰好园里开设了国
际象棋兴趣课程，有点基础的王蒲凡学得很
快，经常抢着回答问题，得到老师的表扬，让
他对学习国际象棋越来越上心，时常吵着让
爸爸陪他下棋。王劲夫干脆给儿子报了培
训班，让他系统学习国际象棋知识，到目前
已经坚持了4年。

“蒲凡在学习国际象棋这件事上特别主
动，从来不用催。”妈妈刘锐打趣地说，在培
训班学习后，儿子还会自己主动在小程序上
找人联网对弈，结束后再做五页国际象棋练
习册巩固加强。

“因为练棋，每天他至少要比别的小朋
友少玩一两个小时，但从来没有过怨言，大
概乐在其中吧。”刘锐说。

虽然痴迷国际象棋，但王蒲凡和妈妈达
成共识：不因为练棋影响学习。为了能兼顾
国际象棋和文化课学习，王蒲凡就利用课间
抓紧完成作业，为晚上练习国际象棋留出充
足的时间。“我数学成绩挺好的，下学期要担
任数学课代表呢。”他自豪地说。

随着水平的提升，王蒲凡开始参加比
赛。“第一次参加比赛时他只有6岁，我们是
抱着让他见见世面的心态给报的名，还担心
他完不成比赛。没想到，蒲凡不仅顺利完
赛，还实现了定级。”刘锐回忆说。

比赛中，王蒲凡特别沉得住气。平时

他参赛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比赛，
可是有一次，刘锐在赛场外等了快两个小
时，人都快走光了，还不见儿子出来，走进
赛场一看，全场只剩下王蒲凡仍在和对手
专心比赛，所有裁判员都围在他们身旁。

“虽然这次的对手等级比他高，但他很稳，
不急不躁。”刘锐说。

慢慢地，王蒲凡的棋艺越来越高，培训
班同年龄段的学员，成绩比较好的不过才达
到六级，他却已经达到三级。他参赛的次数
也越来越多，先后获得廊坊市国际象棋公开
赛第一名、廊坊市国际象棋棋士赛亚军，河
北省国际象棋棋士赛第四名……

本届省运会决赛，王蒲凡的对手多数不
但比他年龄大，而且水平也高——已经达到
一级或二级。经过两天六场比赛，他只获胜
两场，拿到两分，无缘晋级下一轮。王蒲凡却
没有气馁，他说：“能与这么多厉害的哥哥们
对战，让我学习了很多。虽然输了，但回去以
后我会继续努力练习，争取下届拿到奖牌。”

不仅如此，王蒲凡还说：“我的偶像是谢
军（我国著名女棋手）。长大后，我还想挑战
卡尔森（世界棋王、挪威棋手）。”

国际象棋时隔30多年再次成为省运会竞技项目

以赛促训夯实后备人才基础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青少年组国际象棋比赛小选手王蒲凡：

“ 我 的 偶 像 是 谢 军 ”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这是我们比赛的现场视频，你
看，比赛打得多激烈。”9月 6日，58岁
的唐山市路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干
部 厉 江 翻 着 手 机 里 存 的 视 频 对 记
者说。

8月27日至9月2日，河北省第十
六届运动会群众组乒乓球比赛在武安
市文化体育中心举行，19 支队伍 200
余名运动员参赛。厉江是唐山市代表
队的参赛选手之一，获得了55岁—59
岁组男子单打冠军。

据介绍，本届省运会群众组乒乓
球比赛赛事组织更加专业，裁判团队
成员大部分是执裁经验丰富的一级及
以上裁判。各地选拔高水平选手参
赛，比赛竞争更加激烈。

石家庄市代表队的 20 名参赛运
动员共获得8金6银4铜，成绩位列各
队之首。其中，60岁—69岁组男子单
打比赛，该队包揽前五名。

“石家庄市代表队的出色成绩，与
坚实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乒乓球可
以说是石家庄市参与人数最多、普及
程度最高的健身项目之一。”石家庄市
乒乓球协会秘书长聂亚峰介绍，去年
以来石家庄市建设的600多块球类运
动场地中，就包括不少乒乓球场地，群
众在家门口就能打球；越来越多的社
会力量也加入进来，提供乒乓球场地
的社会俱乐部就有近120个。

石家庄市积极举办乒乓球赛事，
已经形成市超级联赛、市甲级联赛、区
县联赛、美丽乡村乒乓球赛、“希望杯”等 5大业余赛事体系，
每年仅由市乒协主导的业余乒乓球赛就有500多场。“仅参加
市乒协注册赛事的球友就超过2000人，经常打乒乓球健身的
人则更多。”聂亚峰说。

唐山市代表队的成绩也不错。“12名运动员参赛，获得 1
金 2铜，超出我们的预期。”唐山市乒乓球运动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李国安介绍，该市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同样得益于赛事
活动的引领和推动。

唐山市万人千队百社区“全民健身杯”乒乓球大赛，自
2018年启动以来连续成功举办。该赛事设19个分赛区，覆盖
全市各个县（市、区）及大专院校、驻唐部队等，每届均有万余
人次参赛，其中既有年逾古稀的老人，又有十几岁的青少年。
李国安说，今年该赛事与本届省运会选拔赛相结合，唐山市代
表队参赛队员都是从该赛事中选拔出来的。

“这项比赛我每届都参加。能与高手切磋，我的水平也不
断提高。”厉江说，本届省运会他从选拔赛打起，共参加了十几
场比赛，“过足了瘾”。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积极发挥各地乒乓球协会的作用，
并通过举办裁判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基层赛事活动规范化、专
业化水平。同时，每年举办全省乒乓球联赛各地分站赛及年
终总决赛，搭建起了高水平乒乓球爱好者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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