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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全市：多云到阴。
市区：阴转多云，偏东风 2-3级，气温 16～20℃。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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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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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
场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开
幕式上，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扬帆
管乐团奏响了国际残奥委会会歌
——《未来赞美诗》。残奥会会旗冉
冉升起，庄严磅礴的旋律回荡在体
育场上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残疾
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传递着自
强不息的中国力量。

这支管乐团里的视障学生，全
部来自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从去
年 11 月接到演出任务到参加演
出，一共是 116 天。扬帆管乐团从
100 余名团员中选拔出 44 名学生
与 3 名老师参演。学生中年龄最大
的 22岁，最小的仅 10岁。

扬帆管乐团成立于 2011 年，
最初由 34 名老师、36 名视障学生
组成。历经 10 余年的发展，乐团现
有学生 70 余人，已发展成为全球
规模最大的盲人管乐团。

从 1 月中旬拿到乐谱到参加
演出，一共只有 49 天时间。为视障
学生读乐谱、录制有声乐谱的工作
全部由本校老师承担。管乐团师生
放弃了寒假休息，进行了高强度集
训。师生同心，克服了时间短、任务
重、难度大等困难，5 天时间内完
成了乐曲的首次排练。

2 月 8 日赴北京集训以来，学
生们在老师的陪护下，克服了天气
寒冷、气候干燥的困难和饮食上的
不习惯，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训练之中。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改

编后的国际残奥委会会歌《未来赞
美诗》标准演奏时长 1 分 58 秒。为
了完美地展现这 1 分 58 秒，记谱、
演奏、排练还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对于视障学生而言，最大的困难是
站立、队列行走和持乐器姿势的训
练、表情的管理。

还 有 就 是 要 适 应 低 温 环 境
下的演奏。3 月 4 日开幕式当天，
鸟巢夜间温度大约只有 1℃ ，孩
子 们 要 适 应 在 寒 冷 的 环 境 中 长
时间站立，为此管乐团每天在室
外训练达半个小时，向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军 乐 团 老 师 请 教 如 何 给
乐器保温。

封闭的生活环境、艰苦的训
练、高强度的联排，孩子们都一关
一关地闯了过来。问他们苦不苦，
累不累，他们都会回答：苦，累，但
是值得！因为他们知道肩上担负着
沉甸甸的责任，承载着满满的爱与
期待。能够亲身参与到残奥盛会
中，这份荣耀也值得每一个人全力
以赴。

他们看不见世界，但他们的努
力，世界看见了！

题图：在北京 2022 年冬残奥
会开幕式上，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
扬帆管乐团参演团队演奏国际残
奥委会会歌（3月 4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快到终点处，一个趔趄！
在现场的几声惊呼中，刘子旭顽强地稳住
了身体，坚持到了最后，坚持来了中国代
表团在北京冬残奥会上的首块金牌！

5 日上午，刘子旭在冬残奥冬季两项
男子短距离（坐姿）比赛中以 18 分 51 秒 5
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残奥
会上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残疾人选手获
得的冬残奥会首枚雪上项目金牌和首枚
个人项目金牌。此前，中国代表团在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上获得了轮椅冰壶金牌，
而在个人项目上获得的最好成绩是郑鹏
在平昌冬残奥会上获得的越野滑雪男子
坐姿 15公里第四名。

乌克兰选手塔拉斯·拉德以 19 分 09
秒 0的成绩排在第二，另一位中国运动员
刘梦涛以 19分 33秒 3完赛，获得铜牌。

本场比赛共有 20 名选手参赛，24 岁
的西安小伙刘子旭排在第 17 位出场。比
赛开始后，刘子旭依靠第一轮射击的零脱
靶，从第 4位上升至第 1位。随后刘子旭在
滑行中发挥稳定，第二轮射击依旧五发全

中。尽管在最后滑行时出现微小失误，但
刘子旭及时调整身体平衡，以明显优势夺
冠。

首次参加冬残奥会的刘子旭在赛后
表示，本场比赛发挥出了正常水平，非常
激动能够创造历史，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会
全力以赴。

刘梦涛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轮射击
前排在十名以外，但依靠第二轮射击的零
失误，刘梦涛跃升至第 3 位，并在滑行中
将位次保持到了比赛结束。

刘梦涛坦言，赛前没有想到能够获得
铜牌，在老家河北的赛场上取得这个成绩
感到十分开心，想把“金容融”先送给自
己。

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四名选手，王涛
和朱运锋分别排名第 6和第 18位。

同样是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的王涛
说：“感觉很激动，很爽，这种氛围让人心
潮澎湃。在射击上错过了两发，但对自己
的滑行十分满意。之后还有两场比赛，会
竭尽全力去争取最好成绩。”

据新华社电 5 日，北京冬残奥会迎
来首个比赛日，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举行的残奥冬季两项女子短距
离（站姿）项目中，开幕式上的中国体育
代表团女旗手郭雨洁收获金牌！

“今天感觉好累啊，喘不上气了都！”
赛后记者在混合采访区第一时间见到了
郭雨洁，她说：“其实距离越短就越累，越
需要冲刺和体能。感觉自己今天滑行不
够好，都没有‘起飞’。”

当天比赛滑行距离 6 公里，两轮射
击，每轮射击 5枪。郭雨洁在完成第二轮
射击后，总成绩领先当时第二名的波兰
选手 19 秒之多。随后她冲过 5 公里计时
点，在全场观众加油呐喊声中越滑越快，
最终冲线夺冠，总成绩为 20分 32秒 6。

“参与滑雪训练的这几年里，我只想
着好好训练。我没有登上过世界比赛的
领奖台，其实也没有比过几次世界大赛，
所以不知道和世界一流选手水平差多
少。只告诉自己努力去滑，不要辜负自
己。”郭雨洁说。

谈到原定比赛目标，郭雨洁坦言，就
是“把射击环节做好、平平安安完赛”。

“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没给自己设定太
高目标，但家门口比赛，会想拿好成绩。
没有想到会拿第一，觉得能进前三就挺
好的。最后几百米，知道自己是第一的时
候，就觉得稳了稳了！”她说。

谈到 4 日晚的开幕式，郭雨洁告诉
记者：“作为代表团旗手，一进到开幕式
现场，哇，那个场面我没见识过，那么大
场面！”

见识过国家体育场的“大场面”后，
郭雨洁回到张家口冬奥村已经凌晨 1
点。“吃了口披萨就去睡觉了。不是室友，
我今天都得迟到，都来不了比赛了。”她
说。

采访中一直有说有笑的郭雨洁，在
谈到家人时眼中泛起泪光。

“爸爸妈妈一直特别疼爱我，他们很
自豪。今天我想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放心
啦，我真的，挺棒的。我配得上当代表团
旗手，配，我绝对配，我最配。”她说。

突破！刘子旭斩获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首金

3月 5日，刘子旭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女旗手郭雨洁：

今天起床迟了 但冠军稳的！

3月 5日，中国选手郭雨洁在比赛后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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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世界冠军的背后：

市羽协人才培养机制日趋完善
世界冠军精彩故事将继续上演

小学员正在进行技术训练

学员正在进行挥拍练习

漳州一中羽毛球馆内热火朝天

近年来，漳州羽毛球事业人才辈出。刘
小龙、韩悦、韩呈恺等相继从漳州走向世界
赛事领奖台。目前国家队中，福建和浙江的
队员最多，而福建队员中，最多来自漳州。
作为输出基层羽毛球人才的“摇篮”，漳州
又一次引发各方关注。

漳州羽毛球选手崛起的背后，是一代
代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接续奋斗以及漳州这
座城市对发展羽毛球运动的重视，羽毛球
人才培养机制日趋完善。“或许我们可以证
明，漳州人不仅能享受羽毛球运动，还能培
养出更多的世界冠军，以坚持不懈、勇于挑
战的体育精神助力漳州经济社会发展。”

退役运动员毅然回乡执教退役运动员毅然回乡执教
““寻找寻找””下一个羽毛球新星下一个羽毛球新星

近日，记者走进漳州一中羽毛球馆，场内
一片热火朝天。清脆的击球声直贯耳中，小队
员们正对抗练习，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平日还
是周末，无论是寒冬或是炎夏，羽毛球训练都
是每天的必修课。

“脚步要跟上！”漳州一中羽毛球队主
教练林卫斌一脸严肃。他深知，每一名羽毛
球运动员要出成绩都需要日复一日地练
习，因为他自己就是过来人。

8岁在家乡漳州接触羽毛球，10岁进入
省体工队……1998年，林卫斌退役。彼时漳
州的羽毛球运动方兴未艾，他毅然回到家
乡担任羽毛球教练。

从省队退役回来后，林卫斌有了自己的
执教规划，首要任务就是挑选羽毛球运动苗
子，引导他们进行专业训练。“一般挑选的学
生都在 6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塑性
高。经过几年的系统训练后，条件特别好的
我们往省队、国家队输送。”林卫斌说。

多年来，漳州先后为国家队、省队挑选
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羽毛球后备人才，
其中不乏世界冠军。

时间回到 16 年前，父母带着 6 岁的韩

悦来到漳州一中羽毛球馆。长得虎头虎脑
的韩悦吸引了林卫斌的注意。“这小孩很机
灵，四肢协调，很适合练技巧。”于是，在父
母的支持下，韩悦成为林卫斌的一名学员。
从此，韩悦每天放学后就去羽毛球馆练球，
每年休息时间不到 10 天，而这一练就是风
雨无阻 6年。

韩悦没有辜负林卫斌的期望。2011年，
12 岁的韩悦入选福建省队，后来被输送到
国家队。2019年，韩悦和队友获得苏迪曼杯
团体冠军，成为我市又一位羽毛球世界冠
军。2021 年，获得全国团体锦标赛冠军、尤
伯杯团体冠军。

“其实每次看到漳州羽毛球运动员站上
领奖台，我都很激动，很有成就感。”林卫斌
希望，从漳州走出的羽毛球运动员退役后，
有更多的人愿意回到家乡传承羽毛球事业。

运动员培养机制日趋完善运动员培养机制日趋完善
向上送人才向上送人才 向下育苗子向下育苗子

市羽毛球协会秘书长吴龙江见证着近
年来漳州羽毛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他看
来，这一切得益于漳州羽毛球运动员培养
机制的建立——向上，为省队、国家队输送
人才；向下，从基层挑选并培养优秀羽毛球
苗子。“羽毛球运动保持高水平发展，需要
选出更多好苗子培养成材，才能‘后继有
人’。”近年来，漳州羽毛球协会不断致力于
完善羽毛球的培养体系和社会发展体系，
据初步统计，目前漳州青少年羽毛球 8 至
15 岁的 7 个年龄组别中，每个年龄段均有
1000名左右的运动员。

而在漳州一中，学校羽毛球队已经连
续 9 届获得了全省中学生混合团体比赛的
冠军。“一名优秀的羽毛球队员至少需要七
八年的成长周期，运动员的梯队建设，尤为
重要。”为此，漳州一中羽毛球队总教练林
卫斌除了培养运动员，也培养教练员，以做
好每个年龄段的训练的衔接。“我们现在的

球队，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年龄段，都有一
批优秀的队员。”林卫斌说。

为解决羽毛球人才选拔培养面临的问
题，我市探索出了“体教结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从 2015 年开始，实行政府购买服务，
来购买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的服务，漳州
一中的羽毛球训练点就列入了其中，包括
省锦标赛、省运会等等，都会对其取得的成
绩以奖励性质的方式来进行购买服务；另
外还实行了一项政策扶持，便是“竞赛准
入”，允许俱乐部作为一个县级代表队同等
资格的参赛单位来参加市里面的锦标赛、
选拔赛，来选拔优秀选手代表组建漳州代
表队参加省级的各类比赛。

有了教育系统和体育部门的支持，特
别好的苗子甚至可以获得直通漳州一中的
入学资格。与此同时，林卫斌凭借自己的人
脉和资源，带着队员前往北京、上海等各地
高校参赛。“那些年，漳州羽毛球名气还没
打响。只能尝试着带队员们走出去打比
赛。”凭着艰苦、科学的训练，漳州羽毛球队
员一次次过关斩将、捧回冠军奖杯，一步步
在省内外高校打出了名气，也打通了向一
流高校运动队等输送运动员的渠道。从
2010 年至今，漳州一中羽毛球队独立训练
50 多名队员，作为高水平运动员参加一流
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从而进入北京大学、同
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全国一
流高校。

“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的诞生，加上为
孩子们打通了往国家队、省队、一流高校运
动队的“上升通道”，也使得许多家长更愿
意也更放心将孩子送来练球。只有更多的
孩子来学羽毛球，才能选出更多好苗子培
养成材。”吴龙江说。

打造品牌赛事打造品牌赛事 夯实群众基础夯实群众基础
为再续漳州羽毛球辉煌注入动力为再续漳州羽毛球辉煌注入动力

周末晚上，市区泳力泰羽毛球馆灯火

辉煌，8 个羽毛球场地全部爆满。漳州的
羽毛球运动从何时开始如此受欢迎？这个
问题少有人能回答，但有个数据却让人惊
讶：据记者了解到，全市有约 1000个羽毛
球场地。按照平均每个场地有 20个人训练
估算的话，那么每天有将近 2 万人在打羽
毛球。“羽毛球运动在漳州有着深厚的群
众基础和浓厚的训练氛围。可以说，打羽
毛球也成了很多家庭、朋友、同事等聚会
的交流方式。”吴龙江说。

近 年 来 ， 漳 州 市 推 动 全 民 健 身 与
全 民 健 康 深 度 融 合 ， 大 力 发 展 羽 毛 球
运 动 等 体 育 事 业 。 而 市 羽 协 在 普 及 推
广 羽 毛 球 运 动 方 面 做 了 一 系 列 工 作 ，
最 显 著 的 成 果 就 是 搭 建 起 了 不 同 层 级
的 品 牌 赛 事 —— 漳 州 市 业 余 羽 毛 球 混
合 团 体 赛 、 俱 乐 部 联 赛 等 羽 毛 球 赛
事 。

每年春季，漳州业余羽毛球混合团
体赛就是漳州羽毛球爱好者们的盛会，
比赛创办于 2015 年，现已举办七届。这
项由漳州市羽协主办的赛事也在漳州大
地上牢牢“扎根”，激发更多的群众参
与到羽毛球运动中。而在每年的秋季，
市 羽 协 举 办 的 俱 乐 部 联 赛 也 会 如 约 而
至。为漳州市民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羽
毛 球 赛 事 ， 吸 引 大 批 羽 毛 球 爱 好 者 观
战，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羽毛球文化
生活。

“如果说羽毛球俱乐部联赛走的是高
水平路线，那么业余羽毛球混合团体赛
走的则是全民健身发展路线。通过举办
高水平赛事和全民健身推广，不断壮大
漳州羽毛球运动爱好者队伍。”吴龙江认
为，羽毛球赛事对于扩大羽毛球粉丝群
体有着很大作用。同时，这些赛事作为
平台、纽带，为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广
泛的交流机会，也为漳州羽毛球运动再
续辉煌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年，市
羽协还申请将业余羽毛球混合团体赛、
俱乐部联赛升级为全民健身积分赛。而
运动员参赛所获得积分，将作为第十五
届 全 运 会 群 众 比 赛 羽 毛 球 项 目 参 考 依
据 。 谈及未来，吴龙江更是信心满满，

“或许我们可以证明，漳州人不仅能享受
羽毛球运动，还能培养出更多的世界冠
军，以坚持不懈、勇于挑战的羽毛球精神
助力漳州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记者 王琳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