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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出征冬奥会，他
荣任开幕式旗手；20 世纪 70 年代，他是中国速滑赛道
上的巅峰存在，连续 11 次夺得全能冠军，26 次打破全
国纪录；他是中国冬奥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了一代代
冰雪健儿的成长与荣光。

赵伟昌，既是冰雪传奇，也在传承冰雪。10日，北
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300 天，这位 71 岁的冰雪名宿祝
福后辈们大放异彩，续写辉煌。

美国村庄的别样春节美国村庄的别样春节

1980 年，美国普莱西德湖第二次承办冬奥会，第
一次迎来中国体育代表团。2 月 13 日，当无数国人正
在置办年货准备欢度春节，时年 30岁的赵伟昌迎来人
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作为冬奥会旗手亲历中国冰
雪健儿第一次迈入冬奥会开幕式主会场。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中国重
回奥林匹克大家庭。当时我非常激动，这是一种无上
的光荣。”赵伟昌 41年后想起彼时场景记忆犹新。

为什么选派赵伟昌当旗手？他解释，国内冬季运动起
步较晚，彼时已开展的项目中，速度滑冰是“最拿得出手”
的，加之他在该项目中既有的优异成绩，所以被委以重任。

然而，初登冬奥赛场的兴奋很快被失落稀释。在
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1000 米、1500 米等项目中，滑出
比在国内最好成绩更好的赵伟昌，最终均位列 20名开
外。那一年，普莱西德湖的速滑赛场焦点是美国选手
埃里克·海登，他强势包揽 5 枚金牌——赵伟昌感慨

“怎么会有这么天才的运动员”。更让他震惊的是，国
外许多运动员下场后居然还有专业理疗师跟进，当时
中国运动员出征前还要七拼八凑地借皮箱、借服装。

“差距！巨大的差距！”他说。普莱西德湖之行，
中国全部 28 名参赛选手在参加的 5 个项目中均无人
跻身前 8 名。但在赵伟昌心中，首次冬奥之旅为中国
冰雪运动发展积累了经验，亦为未来争取金牌确立了
梦想基础。“当时我感触很深，就是希望中国体育能够
早日强大。”赵伟昌说。

比起 4年后许海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夏奥会
征战首金，中国冬奥史首金让赵伟昌等了 22 年，中国
冬奥速滑首金让他等了 34年。

凌晨凌晨44点的胜利公园点的胜利公园

清明过后，冰雪融尽，但长春市滑冰馆内仍然保
持着冬天的节奏——数十名青少年正在室内冰场训
练，LED 屏幕上“追梦冬奥，勇攀高峰”的字样格外醒
目。场边，满头白发的赵伟昌关注着孩子们的技术动
作，冰刀摩擦冰面的沙沙声唤起了他更久远的记忆。

赵伟昌出生于 1950年，在那个物质和娱乐相对匮
乏的年代，嬉戏天然冰雪占据了大多数东北孩子的寒
冬时光。一个木板、两段铁丝组成的简易冰鞋被称为

“滑子”，它承载了童年赵伟昌的速滑“初始基因”。在
“滑子”的陪伴下，赵伟昌的速滑天赋让他在同龄孩子
中迅速脱颖而出。学生时代，赵伟昌相继入选长春市
业余体校和吉林省体校速滑队，正式开启运动生涯。
然而那时国内难见室内冰场，一年到头只有冬天才有
机会上冰。位于长春市胜利公园的天然封冻湖面成
了他的训练场，他经常在凌晨 4点出现在这里。

持续的磨砺，不仅让赵伟昌于 20 世纪 70 年代成
为国内赛场的领滑者，也让他于 1975年获得世锦赛男
子 500米亚军，成为中国冬季运动健儿的翘楚。

冬奥旗手的冰雪祝福冬奥旗手的冰雪祝福

1980 年从美国归来不久，因伤病与年龄原因，赵
伟昌选择退役，但事业始终未离开冰场。他担任过吉
林省速滑队总教练、长春市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如
今虽已退休，但仍常到各地兼职授课教师和裁判。

从 1992年叶乔波实现中国冬奥奖牌零的突破，到
2002年杨扬实现中国冬奥金牌零的突破，再到 2014年
张虹实现中国冬奥速滑金牌零的突破，41 年来，中国
体育代表团的每一次冬奥之旅和高光时刻都让他如
数家珍。“作为老一代体育人，看到中国冰雪体育的日
渐强大，我感到无比自豪。”他说。

2015年，当国际奥委会宣布 2022年冬奥会落户北
京时，这位老旗手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相比夏季
项目，我国冬季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不小差距，
但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我国冬季运动必将迎
来质的飞跃。

“我是中国第一位冬奥旗手，也是北京奥运会的
火炬手，我想把这些荣耀接力传递下去。”赵伟昌说，
他期待明年在现场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期待更多的
青年才俊为国争光。 （据新华社电）

赵伟昌在长春市滑冰馆内滑行（3月 30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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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运动员在速度滑冰项目测试活动中。
当日，“相约北京”冰上测试活动速度滑冰项目在国家速

滑馆落下帷幕。 新华社发

近日，首届长三角田径精英邀请赛暨 2021 年全国田径
训练基地特许赛在浙江省上虞市举行。图为浙江队选手龚
璐颖（上）在女子组跳远决赛中。她以 6米 50的成绩夺得第
一名。 新华社发

4月 10日，孩子们在习练大洪拳。
连日来，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牛家桥乡梅庄村千亩苹果

花竞相开放，当地一支武术队将武术课堂搬进苹果园，让孩
子们在花海中习练大洪拳，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亲近
自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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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北京相约北京””冰上测试活动速度滑冰项目结束冰上测试活动速度滑冰项目结束

见到偶像姚明前夜，宁夏西
海固“篮球小子”王磊兴奋得难以
入眠。他的脑海中反复回放着姚
明在赛场上、在接受采访时的点
点滴滴，有些是他在父亲的旧手
机上看到的，有些是在村篮球队
打中锋的父亲讲给他听的。

“今天见到他，我感觉特别高
兴、激动、兴奋，这为我圆了一个
梦。”平日在赛场上镇定自若、身
手敏捷的王磊，此刻激动得声音
都有些颤抖。

王磊家住宁夏西吉县王民
乡，这里地处西海固核心区，被群
山环抱。虽然过去条件艰苦，但
当地篮球氛围很浓厚，一场基层
乡村篮球赛常常有上万人围观。
受父亲影响，王磊 6 岁时就爱上
篮球，自己用一个铁圈、两根木
头、三块木板做了个简易篮球架，
在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挥洒汗水。

虽然站着还不及坐着的偶像
高，但穿坏了二十多双球鞋的王
磊即使和村里成年人打球也毫不
露怯。他打球的视频被传到网
上，因球技出众引发关注，便向姚
明发出“欢迎来我们宁夏西吉”的
邀请，意外获得一个姚明亲笔签
名的篮球。

在父亲陪同下，王磊来到银
川 ，见 到 了 前 来 出 席 活 动 的 姚
明。穿着红白相间的校服，瘦小
的王磊显得神采奕奕。“我感觉你
是特别负责任的人。”在坐得笔直
的偶像身侧站定后，王磊说起姚
明在国家队输球时主动站出来承
担责任的事。“你的这种精神，我
们在学习和篮球方面都可以学

习。”王磊说。
在姚明的注视下，尚在读初

中的王磊说，自己的梦想是考上
一 所 好 高 中 ，再 考 上 一 所 好 大
学。“想打篮球。”王磊有些羞涩地
笑着说。

此前，姚明看过关于王磊的
报道。“感觉很有意思，当时我有
个国家队队友也叫王磊，我们一
块参加了 2008 年奥运会。”他说，
虽然报道的是一个人，但代表了
一批人，应该努力发现更多人才，
发现他们的才华，通过实际的方
式带给他们积极阳光的生活方
式。

谈及个人成长的建议，姚明
对王磊说，给自己设立目标特别
重要。“希望你能够好好地思考自
己的目标是什么，最想成为什么
样的人。”

“篮球运动员。”沉默几秒，王
磊非常认真地将目标告诉偶像。

王磊说，偶像的力量是无穷
的，偶像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激
励着他。“星光不问赶路人，时间
不负有心人，只要我在球场上洒
下了汗水，总会有收获。”

虽然有了一些名气，但认真
倔强的“篮球小子”并未因此而骄
傲。他叹了口气，说：“我感觉自
己现在的实力还是很差，希望今
后更加努力一些。”

见到姚明后，王磊更加坚定
自己要当职业球员的目标。“现在
就是要把学习搞上去，不放弃自
己的热爱，让自己的热爱成为学
习和生活中激励自己的动力。”他
说。 （据新华社电）

体育看点 姚明鼓励西海固“篮球小子”：

目标很重要

虽然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
选赛附加赛因疫情不断延期，但中国
女足没有忘记 14 个月前在悉尼奥预
赛克服种种困难后展现出的团队凝
聚力、战术执行力和必胜的信念，这
也成为姑娘们 8 日在时隔一年多的
首场正式比赛中找回赢球感觉、力克
老对手韩国队、接近东京奥运会大门
的关键所在。

此役，在做好防疫措施基础上，
飞赴客场挑战韩国队，对中国女足整
个团队而言确实是不小的考验。从
赛前布置来看，主帅贾秀全延续了去
年奥预赛的主力框架和技战术打
法。全队在稳固防守基础上，用积极
的跑动严格执行教练部署，在高位逼
抢、局部压迫、二点球争抢上，不断给

韩国队制造压力，也拼出了开局占主
动的机会，以及下半时一度掌控中场
的流畅配合，成为首回合较量的亮
点。

在 442 的人员组合上，队长吴海
燕与新搭档王晓雪表现较为稳定，边
后卫罗桂平和老将娄佳惠敢于插上
投入进攻，马君与姚伟的双后腰正在
找回去年冬训时的默契，王珊珊在锋
线上延续了跑动和护球出色的特点，
而曾在悉尼攻入澳大利亚队一脚世
界波的唐佳丽虽在重点盯防下射门
机会不多，但在关键时刻赢得点球，
体现了锋线多面手的价值。

全场来看，姑娘们各司其职的执
行力和彼此间的呼应支持，带来了三
条线紧凑齐整和整体沉着有序的表

现。亚足联的技术统计显示，在控球
率、传球次数及准确率以及抢断等多
项数据上，中国队都占优。

进球功臣张馨和王霜的表现同
样令人称赞。作为国家队罕见的“妈
妈级球员”，这个上海姑娘与一年前
相比，自信心更足。首个进球，体现
了张馨插上的坚决和教练组强调的
对二点球的重视。下半场，这名左前
卫踢得更加自如，过人、突破、内切更
为果断，且进攻中的冲击力也有增
强。

对王霜而言，去年因疫情缺席悉
尼奥预赛后，能够在一年多后的首场
国际比赛中胜任右前卫，并打入制胜
球，难能可贵。还记得，这个武汉姑
娘去年曾坚持在屋顶练球、保持状

态，而重回国家队首发阵容后，她强
烈的比赛欲望、不惜体力的边路冲
刺、敢于摆脱和过人的自信，在比赛
中得到体现。

当点球机会出现时，谁都明白决
定胜负的一刻就要来临，但在机会和
压力并存时，能否有足够的自信站在
球前，却是一大挑战。那一刻，曾是
队中唯一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球员
的王霜，承担起了核心球员的责任，
不禁令人感叹，在全队需要她的时
候，王霜还是那个王霜！

在 5 年前的奥预赛上，王霜同样
打进过一记制胜点球，中国队最终如
愿进军里约。5 天后，打破“进球荒”
的王霜和保持着凝聚力的中国女足，
同样令人期待。 （据新华社电）

必进奥运的信念不动摇 中国女足胜在执行力

无论是体育产业体育用品的创
新研发，还是体育消费模式的换代升
级，都离不开科技的助力和推动。在
日 前 举 行 的 第 六 届 SportIN 体 育
BANK颁奖盛典上，科技创新再度成
了热点话题，从 5G、智慧场馆、大数
据等角度，从业者和专家们热烈探讨
了科技可以为体育产业带来的多样
可能性，展望了科技助力下体育产业
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通信工业协
会智慧体育专业委员会成立，这也是
科技与体育结合的又一项新的尝
试。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会长王秉科
表示：“专委会将通过打造数字体育、
智慧场馆、智慧赛事、体育教育、体育
大健康、社会体育信息化平台、城市
体育基础设施设备等体育行业相关
板块的智能化建设，促进信息技术在
体育行业的全方位应用，实现体育行
业的信息互联互通，以信息流带动技
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实现

体育行业各个部门及部门之间的技
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实现跨
部门、跨业务、跨层级、跨系统、跨区
域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按照王秉科的设想，把高新技术
打入到体育行业，可以促进行业的发
展。通过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以及移动互联网等信息
技术对海量的信息进行管理、监测、
处理和分析，能够做出智能化的响应
和决策，从而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健
康全面发展。

随着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各个
门类的体育工作对于科技的需求也
水涨船高。浙江宁波市镇海区张和
祥小学以蹦床运动为特色，该校校长
王红燕表示，有想法要建设一个数字
化的蹦床馆，来进一步推动校园蹦床
运动的发展。“我们需要更科学、更精
准地证明蹦床运动对孩子的身体素
质有了哪些改变。还要通过数据改
善老师的教学，让我们的教学更加科

学安全。”王红燕说。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技术服务事

业群副总监贝悦将重点放在了 5G技
术与场馆之间的合作。他认为，5G
与场馆结合，将会带来新的网络、新
的管理、新的体验、新的品质和新的
业态。

“5G+智慧场馆将面向未来的产
业发展、承接未来高品质的赛事，打
造城市品牌的地标，进而带动周边的
经济，为观众提供高品质的内容服
务。新的发展格局驱动了整个体育
产业不断地再创新，5G 新基建也在
加速赋能于千行百业。”贝悦说。

对于 5G，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智
慧体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松也有
着自己的理解。他举了一个例子，比
如以前的大型户外赛事，比如一些高
端的足球比赛，虽然热度很高，却很
少能够看到大家发朋友圈。“说白了，
在 3G和 4G的环境下，带宽不够。但
是在 5G 的带宽之下，大家会很轻松

地把私域流量池变大变广，很容易把
看到的内容通过 VLOG 的再创造分
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线上的
方式看到你的分享。”王松说。

体育与科技的结合，在软件和硬
件方面都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对
于已经退役的游泳名将苏博来说，体
育与科技的结合意味着一次创业机
遇。在 2021 年初，他创立的北京维
辰体育斥资 6000 万元全资收购“泳
联体育”“数锐电子”，开发“维辰云”
服务平台，为赛事提供网上报名、智
能编排、电动计时、成绩处理、数据分
析这五大类专业服务。

按照苏博的设想，未来以“维辰
云”为基础，会探索在横向拓展，通过
互联网科技切入游泳领域，依托自有
的数据社区和数据科学工具的优势，
将专业赛事平台和运维系统开放给
游泳行业，从而打造标准化、创新化、
数字化、国际化的游泳赛事平台、智
能培训平台、智能场馆平台以及相关
游泳产业链。

“练了半辈子游泳，其实能回归
到体育，也是一种初心，也是想为中
国的体育、为中国游泳事业付出自己
的力量。”苏博说。 （据新华社电）

科技创新渐成体育产业新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