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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官方昨天开出罚单，广州

队主教练郭士强被禁赛五场，同时

被处罚金 2万元。郭士强成为 CBA

新赛季第一个受到禁赛和罚款处罚
的主教练。

干扰比赛收到罚单
CBA联盟公告称，在 10月 31

日 CBA常规赛第七轮广州队与吉

林队的比赛进行到第 4节还剩 8.5

秒时，“临场裁判员判罚广州队 7号

球员祝铭震对吉林队 5号球员崔晋
铭防守犯规，祝铭震因此累计个人

第 6次犯规、被罚下场，由吉林队 5

号球员崔晋铭执行两次罚球。此时，
广州队主教练郭士强质疑裁判员在

比赛中的判罚、并指责裁判员，在裁
判员鸣哨做出换人手势、通知广州

队换人后，郭士强没有按照规则要
求尽快完成球员替换，时间持续约

五分钟后才进行替换球员上场，此
行为严重干扰比赛正常进行，给

CBA联赛造成不良影响。”
这份处罚公告没有提及郭士强

对裁判判罚不满的原因。引起郭士

强不满的，是裁判对吉林队球员代
怀博突破上篮时走步违例的无视，

之后才发生吉林队崔晋铭抢到篮板
后被犯规的情况。当时广州队落后

一分，场边的郭士强非常激动，他在
技术台和裁判进行交流，认为代怀

博走步在先，但裁判没有吹罚。
风波之后，此前罚球命中率高

达 78%，本场前 4罚全部命中的崔

晋铭两罚全失，广州队抓住机会，完
成逆转。

CBA 的裁判报告昨天也认定
了广州队与吉林队的比赛最后两分

钟的 6次吹罚存在两次错误判罚，
其中就包括引起比赛中断的代怀博

走步。报告显示代怀博确实走步，裁
判漏吹。尽管如此，郭士强带队在场

上近似罢赛的行为，还是受到了
CBA的严厉处罚。

罢赛风波屡屡发生
事实上，这已经是 CBA最近一

年发生的第二起“罢赛风波”：在今

年初首钢与深圳队的比赛中，首钢

主帅解立彬就因为对吹罚不满直接
带领球员从场地中间穿过，走向通

往更衣室的球员通道，并对裁判和
技术台竖起了大拇指。

当然，这种直接离场的行为还是
没能实现，在沈梓捷的劝阻下，至少

场上球员中的翟晓川还留在了场上，

北京队没有形成完整的罢赛，随后解
立彬带队重返场地，深圳队的布克

罚球打进，比赛结束深圳队获胜。
而 CBA公司则在第二天表示，

当值裁判在处理程序和认定上都符
合 CBA联赛的规则，不存在问题。

顺便给启动罢赛程序的解立彬开出
了停赛 4场、罚款 2万的罚单。

教练员成为赛场的主角，这背
后，固然有判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

用或沉默抵抗或暴躁罢赛来影响比
赛，对比赛秩序造成干扰，同样也非

职业主帅应有的模样。赢下了比赛
但收到了罚单，从这个角度来看郭

士强可谓悲喜两重天。
本报记者 王志灵

    徐汇区长桥街道居住着约

3000名残障人士，是区内残障人群
比例较高的社区，这些居民的身体

情况和康健需求各不相同，如何为
他们精准提供健身服务，构筑高品

质生活？答案，就在“家门口”的运动
康复场所———智慧阳光康健苑。

特制器械
沈女士年轻时因为意外导致双

下肢瘫痪。长年坐轮椅，让她腰腹部

肥胖，还有便秘、睡眠问题。她也想
找个地方锻炼，但外面的健身房，没

有自己能用的器械。罗秀新村建起
残康健身点后，沈女士过来看看，很

快有了惊喜。安放在一角的全身协
调训练机，是专为她这样需要锻炼

上肢力量、进行有氧心肺练习的残
障人士设计的。训练机底座特意收

窄，沈女士可以直接将轮椅开到机
器跟前，一边墙上的电子屏还能看

到自己的身体机能数据，“心率要超

过 110，才是有效的锻炼。”
有了适合的健身器械，沈女士

感觉自己的身体很快发生变化，肚
子、腰围小了，晚上也睡得香了。现

在她每周来康健苑三次，每次半小
时，“感谢徐汇区残联和长桥街道的

关怀，这个健身点离家近，也没有任
何费用。”

为了让残障人士“走”进健身房，
徐汇区残联和长桥街道引入社会力

量，别小看康健苑里这些器械，都是
尚体健康科技专门设计制作的。

比如无障碍垂直律动机，考虑了
残障人士无法站立的特殊情况，保证

肢残人不离开轮椅，同样能让全身得
到锻炼，预防肌肉萎缩。另一台动态

步态训练器，类似康复医院里的步态
训练器，但在设计上融入新的理念。

“训练器的平台可以律动，而且有多

档频率可以选择。”尚体健康科技副

总经理王亮解释，“通过步态训练，帮
助残障人士改善平衡能力。”

个性指导
自开设以来，这家位于徐汇区

长桥街道核心小区罗秀新村里的智

慧阳光康健苑，连同周边的阳光之
家等，已累计服务千余人，有 111名

残疾人受益，接受个性化的锻炼指
导后，身体机能明显改善。

康健苑里，左腕戴着运动手环的
司马老伯，正用右手练习拧开保温杯

的瓶盖。你可能想象不到，几个月前，

这个简单的动作对经历第二次脑梗
的他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针对司马老伯手屈肌张力不足、
腕关节不灵活的情况，康复师王林专

为他设计了康健方案，而且不光是健

身点内的，还有回去后的居家练习，

在家里借助一些道具就可以完成。
现在，司马老伯不仅能自己喝水，更

高兴的是重新拿起了筷子。

针对疫情防控需求，徐汇区残

联联合尚体健康科技，开发了全国
首部残疾人居家运动康复指导服务

视频，配上无障碍手语解说和字幕
旁白。“残障人士的平衡能力和协调

性要比正常人差一些，我们在设计
健身方案时，会往这个方向上思考。

同时考虑到安全问题，道具和设备

都是简单、易学、轻便的。”王林说。
考虑到原来的运动康复场所空

间较小，不久前，徐汇区长桥街道邻
里汇的一楼辟出一间，补设一处残

康健身点。邻里汇的门前，是一条潺
潺的小河，现在想健身，只要一过桥

就到了。智慧阳光康健苑就如同一
座桥，让社区与残障居民心连心。

首席记者 金雷

    每一位来智慧阳光康健苑的

居民都建有健身档案。除心跳、血
压等常规数据外， 还有诸如上下

肢近端、 远端肌力， 手指屈肌张

力， 以及其他一些基础的身体机
能。一人一档的电子档案建好后，

你来健身，就先打卡，完成信息采

集；往后，融合诊疗、运动、方案数
据，定期分析和比对，接受周期管

理。 身体哪些方面通过锻炼有了
改善，心里有数。徐汇区长桥街道

邻里汇的工作人员说， 居民光顾
越来越频繁，因为方便，更因为温

暖，他们把健身点当成了另一个家。

全民健身，营造的不只是一种

生活方式，也是社交模式。 通过运
动锻炼，来自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发

掘共同的兴趣， 建立新的朋友圈。

对残障人士而言，更是如此。人口老龄化+慢

性疾病的组合因素， 让中老年尤其 60岁以
上老人新增残疾的比例不断上升，不少人愿

意来智慧阳光康健苑，是因为通过健身获得

自信，改善精神面貌，因此打开了心扉，乐意
与新朋旧友交流互动。 从这个角度讲，身体

的康健也是心灵的复健， 残障人士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社会公共体育服

务水平的衡量标准。

体坛话题

郭士强的罚单冤吗？
广州队主帅成CBA新赛季首个被禁赛主教练

徐汇区长桥街道助残障人士“走”进健身房

全民健身 一个都不能少 心
灵
的
复
健
◆

金

雷

扫码
看视频

■ 郭士强（中）与裁判
理论 图 Osports

■ 康健苑工作
人员为残障人
士单独指导

本文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工作人员帮助残障人士使用器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