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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熠熠的体操赛场，她却是当晚最

受关注的焦点。“丘妈”来了，退役过三次，

却依旧选择站在赛场上，48岁的乌兹别克

斯坦老将丘索维金娜成为杭州亚运体操

赛场上独一份的存在。昨晚首次亮相亚

运赛场，最终她以预赛第五名的成绩晋级

跳马决赛。向着现场观众飞吻比心，她感

慨：“这是最好的赛场。现在，正是我最好

的年纪。”

“你未痊愈，我不敢老。”丘索维金娜为

生病的儿子复出参赛的故事曾感动无数

人。无限期地延长着自己的职业生涯，直

到儿子顺利治愈。丘索维金娜漫长的职业

生涯伴随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1992年

巴塞罗那奥运会是她参加的第一届奥运

会，31年过去了，她依旧站在赛场上，甚至

还要坚持到明年巴黎奥运会。她说：“当儿

子生病时，我只能靠比赛赚钱治病。但现

在，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并获

得巨大快乐。我现在为自己比赛。”

东京奥运会之后，丘索维金娜第三次

宣布退役，但2021年10月，她通过社交媒

体宣布再度复出，这一次，她希望代表祖国

乌兹别克斯坦在亚运会上赢得奖牌。

在昨晚的体操比赛现场，丘索维金娜

堪称人气最高选手——每次出场，都能收

获全场雷鸣般掌声。带着几分感动，48岁

的“丘妈”笑着说，很高兴能有这么多人喜

欢她，“这是对我的支持，让我不断前行”。

很多人都好奇，她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运动生涯。“这是个秘密。”她说，“我确实还

没打算离开。我对体操充满热爱，体操给

我满足、让我开心，那我为什么要结束自己

喜欢的事情呢？”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48岁的丘索维金

娜已经是体操赛场上的

传奇，她的成绩如何已

不重要——人们钦佩她

的坚强，感动于她的爱，

这正是体育的力量。

特派记者 萧君玮
（本报杭州今日电）

玮竞 度 “丘妈”又来了

滑板碗池赛场16个选手只有2个不是00后

青春在这里肆意腾跃

特别报道杭州第19届亚运会19thAsianGames

为滑板造一座池
身披鲜艳的五星红旗，踏着滑板绕场

一圈。阳光照射在陈烨的脸上，洋溢出蓬

勃的朝气——英雄出少年，15岁的他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夺得冠军。

2016年元旦，不到八岁的陈烨和爸爸

陈玩钦逛街，在商场里试玩了一下滑板后

吵着要买。陈玩钦便和陈烨约定——“如

果能坚持半年，我就全力支持！”

半年后，陈烨对滑板依然热爱。陈玩

钦兑现承诺，先是租了店铺卖滑板，又租

下个200多平方米的仓库，给儿子建专属

的碗池训练场。每种材料和工具都是他

自己买回来的，每块坡道也都是自己做

的。2019年，碗池竣工了，有了“爸爸牌”

专属练习场，陈烨进步飞速，2019年被选

入广东队，2022年获得国家集训队选拔赛

冠军。去年，陈玩钦又重新选址，建造了

一个面积900平方米、最高高度达到9米

的滑板场——这一次，同样也是自制场地，

整整花费了大半年时间。

“滑板很刺激，速度和腾空的感觉都很

吸引我。”陈烨在赛后表示，如果没有父亲

的支持，自己不可能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飞”起来。

因滑板多一个家
黑黑瘦瘦的于朗来自中国香港，在男

子碗池预赛中排名最末，无缘晋级决赛。

走出赛场，依依不舍地回望看台，他说，这

是自己参加过现场气氛最好的比赛。

于朗的家住在距离香港滑板公园不远

处，每天上下班经过，他总能看到一群“板

仔少年”在一次次腾空一次次摔跤。从好

奇地驻足观看到加入他们，于朗在滑板公

园找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快乐，更收

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会一起研

究新招，然后互相鼓励。”在滑板场，于朗还

遇到了一生所爱，如今两人组成家庭并有

了两个孩子。

26岁的年纪，在滑板领域已算年长。

但于朗知道，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正在电视

机前守候观看自己表现。“我想给孩子一个

榜样。”小小滑板已经备好，3岁多的儿子今

年就将开启“板仔生涯”。

伴滑板共同长大
9岁的菲律宾女孩阿莱加多是本届亚

运会最年轻选手。扎了满头辫子却少年老

成，面对镜头女孩丝毫不怯，侃侃而谈。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滑板小圈子里，这位出

生在当地的菲律宾小孩已是拥有7家赞助

商的小名人。昨天的比赛中，虽然三轮都

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甚至在做第一个跳

跃动作时就狠狠摔倒在场地内，但阿莱加

多没有丝毫沮丧和气馁。“摔倒是很平常的

事，我不怕。”

顶着一顶粉红色头盔，来自中国台北

的11岁姑娘林逸凡牵着10岁弟弟林柏羽

的手接受采访。姐弟俩都参加本次亚运会

的碗池比赛，姐姐进入了决赛轮而弟弟止

步预赛。虽然“摔在地上很痛，也受过伤”，

但小姑娘一个劲地说，对滑板就是喜欢，

“从没有想到过放弃”。而妈妈也从最初的

心疼哭泣，到如今笑着支持。“我俩都会一

直滑下去，想站上奥运领奖台。”

拥抱年轻人，这是滑板当初申奥成功的

最大原因。2010年以来，国内的滑板玩家从

2万人次上升至150万人次。在一次次翻腾

之中体会青春，这，正是滑板的迷人之处。

特派记者 厉苒苒（本报杭州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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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街头走上赛场，滑

板给了年轻人“用体育看

世界”的窗口，不过对中国

滑板队而言，一切都是“白

手起家”。

和不少运动员因为被

街头滑板文化吸引而加入

不同，中国的滑板选手大多

是从其他项目跨界选材而

来。曾参加东京奥运会被

称为“火箭少女”的女子街

式项目选手曾文蕙以及昨

天站上领奖台的李玉娟、毛

嘉思，均是跨项选材来的。

李玉娟曾是一名武术运动员，能

在最后一轮逆袭获得亚军，得益于“转

体   度抓板”的超高难度动作。“世

界上能完成这一动作的女运动员不超

过  人。”赛后，李玉娟坦言，为发出

这样的“大招儿”，她准备了将近两年，

而这份坚韧和执着来自昔日武术打下

的“童子功”。获得铜牌的毛嘉思在成

为滑板运动员之前练的是杂技，也因

此，憋大招对她而言也驾轻就熟。

“跨界选材，实际上是双向选择，看

似他们被选择成为滑板选手，实际上，

他们也必须选择滑板才行。”中国滑板

队碗池总教练上田·林肯·迪约表示，无

论队员在之前的项目上处于什么程度，

但只有对滑板足够投入，才是不断进步

的关键，“如果你能把两个项目很好地

结合起来，也许是事半功倍的结果。”

跨界选材一词并不陌生，去年我

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   名运动员中，

约有 / 来自跨界跨项选材，他们有的

成功夺牌，有的使得某一项目首次有

了中国人的面孔。尽管不是所有选手

都能崭露头角，但这一新的选材方式，

深深影响了我国体育领域的人才观，

是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 厉苒苒

翻转、腾跃，滑板的滚轴
在碗池边缘碾过，发出吱呀的声

音，那是热爱在呼唤的声音。
昨天，杭州亚运会滑板碗池决赛在钱塘

轮滑中心举行，  岁的中国小将陈烨以  .  
分夺得男子组金牌，拿到了中国在滑板项目世界
大赛（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的首枚金牌。中国
双姝张文娟和毛嘉思则分获女子组银牌和铜牌。

这是一片平均年龄不足  岁的赛场，男子
和女子选手加起来共  人，只有两人不是  
后。一次次隔空击掌，互相拥抱祝贺，欢乐
肆意奔流在这片阳光笼罩的陆上丘壑

之中，让人不由感慨：滑板真好，
青春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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