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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的强度
元旦白天率先开打的女团决赛，精彩

到无法想象——孙颖莎和王曼昱这对“姐

妹花”之间的最强较量，陈幸同为山东鲁

能独得2分的强势，最后两盘的争议和暂

停……都给这场决赛增添了看点。在场

馆里欢呼了足足4个小时的现场球迷，共

同的感受是：“这票值了。”

颁奖仪式上，“新年快乐”的喊声此起彼

伏，几乎要将屋顶掀翻——热度，不断升高。

晚间的男团决赛，5局大战又出现

了。首盘双打，梁靖崑/林昀儒以3比2战

胜向鹏/薛飞，足见双方的实力在伯仲之

间。次盘焦点战，现世界第二林诗栋向世

界第一王楚钦发起挑战。冲劲十足的林

诗栋首局先声夺人，经验更丰富的王楚钦

不甘落后，双方不断打出精彩回合，现场

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赛一路进行到决

胜局，终于，王楚钦找到了“满血归来”的

自己，获胜那一刻，他仰天怒吼，和林诗栋

握手之后，他再次高喊，所有的压力和情

绪得到释放。

现场，属王楚钦的球迷最多，面对如

雷贯耳的喊声，林诗栋感受到了压力，在

这种情况下能将比赛拖到决胜局，他对自

己的表现感到满意，“刚刚跟头哥（王楚

钦）那场虽然输了，但在经验等各方面收

获很大，能帮助我在将来的比赛中更成熟

稳定。”

年轻的力度
与王曼昱打了一场精彩的五局大战，

19岁的覃予萱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对手，深

圳大学队遗憾收获亚军。走下场，孙颖莎

第一时间上前鼓励：“打得很不错。”

在深圳大学队的7个赛季，25岁的孙

颖莎已经成了队里的“大姐大”。新闻发布

会上，她对妹妹们照顾有加，总要提一提她

们，“我也是从像覃予萱这么大的时候开

始，一步步成长为主力的，8年的变化很

大、成长很多。”

因为全队都是00后，深圳大学队也被

球迷戏称为“深大幼儿园”。孙颖莎挺喜欢

这个称呼，也乐于当“园长”。“我们是非常

年轻的队伍，通过这个赛季，不仅是我，其

他球员也都有所提高，希望她们未来越来

越好，记住今天这场精彩的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国少集训队的选拔赛

也在上海体育馆举行，站上耀眼的舞台，虽

然只是7到10岁的孩子，但小小的身躯已

经充满了大大的能量，未来可期。颁奖仪

式上，由冠军山东魏桥队和山东鲁能队给

孩子们颁奖，多么励志。

城市的热度
乒乓球，成了新年第一天申城热议的

话题。

第一次推出乒超特许周边纪念品，网

上销售量超越F1赛事期间的单日销售；现

场球迷几乎人手一张加油横幅，充满创意。

本次总决赛票价与赛事第一阶段票价

基本持平，每场9000张门票，半决赛单场

次最低208元，全程票价最高5528元。票

务启动当天，1个小时内多场热门赛事门

票就已售罄。据统计，购票观众80%来自

外地，实现票房收入近3000万元。

没有买到票的球迷，可以收看现场直

播，以新民晚报对女团决赛的赛后直播为

例，全网总流量合计破150万。

不少球迷拖着行李箱来观赛，上海体

育馆内的赞助商商店里，销售火爆。红双

喜推出20套产品，限量版肖像球等热卖。

柜员透露，许多热门产品每天上午11时前

就被抢光，球迷一大早就赶来排队了。

红双喜互动乒乓球台前，不断有球迷

上台一展身手。10岁的上海小姑娘陈佳

钰，学乒乓已经6年多了，没想到遇上了前

江苏省队的大姐姐，大姐姐们连连夸奖：

“这个小不点打得真好，未来可期。”

早在2020年，小佳钰便在上海手机乒乓

球挑战赛的颠球比赛中获得优胜奖。如今，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全国最高水平的乒乓球

比赛，梦想的种子在心底里生根、发芽。

2005年，第48届世乒赛在上海体育馆

举行，国乒包揽五金。时隔近20年，乒乓

热度进一步在申城蔓延开来，渗透到了上

海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本报记者 陶邢莹

乒乓迎新

要跟上海说再见了，国乒新星

蒯曼（见左图 记者 李铭珅 摄）有

些依依不舍。遥想起9年前的场

景，她告诉记者：“上海，对我而言，

可太亲切了。”

故事，还得从有着20年历史

的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

球公开赛说起。这是一项为迎接

2005年世乒赛而创立的群众乒乓

球赛事，被乒乓球爱好者亲切地

称作“乒乓春晚”。年复一年，新

民晚报红双喜杯规模越来越大，

参赛人数越来越多，赛制更是逐

年创新，吸引了一大批业余和专

业选手参赛，报名范围也辐射到

了全国各地。

2017年，年仅13岁的蒯曼，来

到新民晚报红双喜杯小试牛刀。

她不仅夺得高级C组（15岁以下）

女子冠军（见右图），还在总冠军争

霸赛中，一举夺魁。值得一提的

是，总冠军争霸赛打破了年龄限

制，请A、B、C三组的冠军进行一场

三人循环赛，也就是说，蒯曼战胜

了另外两名成年组和老年组冠军。

她还提醒记者：“我参加新民

晚报红双喜杯，一共有两次，给我

的印象是，这个比赛很高级。”这次

乒超总决赛在举办过世乒赛的上

海体育馆举行，对蒯曼而言，真是

有着不解的情缘，她坦言：“我一下

飞机，就感到有点激动。”

经历过新民晚报红双喜杯洗

礼的，还有国青新星、上海龙腾队

的马小惠。2018年，13岁的马小惠

获得甲级C组冠军，和上一年蒯曼

参加的组别相同。马小惠来自曹

燕华乒乓球学校，而曹乒的学生军

几乎年年参加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此外，上海乒乓队的青年军，

也是该项赛事的常客。

在最大的群众乒乓球赛事中

历练过的孩子们，更坚定了心中的

梦想和信念。未来，愿更多的“蒯

曼”“马小惠”，从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这个大大的舞台，走向更广阔的

世界乒坛。

最后做个预告，2025年新民晚

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将

于1月11日、12日在虹口体育馆举

行，届时会有哪些重磅嘉宾亮相，请

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国乒新星蒯曼

从“乒乓春晚”到乒超总决赛

为期三天的乒超总决赛成为城中热事

一次城市与赛事的“双向奔赴”

随着梁靖崑以3比1战胜薛
飞，山东魏桥 ·向尚运动队以3比
0战胜黄石基地 ·华新队，在新年
第一天夺得2024赛季中国乒乓
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男团冠军。
谈到这次在上海举办的乒超

总决赛，不少球员称赞：“上海办
高规格乒乓球赛事，真好！”更有
热情的球迷告诉记者：“希望上海
多办乒乓球赛事，多办高规格体
育赛事。”

新年伊始，    乒超总决赛就

在上海掀起热潮。改建后的沪上体

育地标徐家汇体育公园，成为乒迷

们的节日会场。冬日里的申城注入

三股热流，为上海文体商旅的融合

发展，添砖加瓦。

乒超总决赛引发了观赛热。每

场    个座位供不应求，大家为运

动员拼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感

动，营造正能量的观赛氛围。孙颖

莎、王曼昱等奥运冠军也特地向观

众致谢，感谢大家对自己的喜爱，对

国球的支持。一场运动员与观众的

双向奔赴，令    年的上海体育赛事迎来开门红。

观赛之外，体育文化的融入，成为大家津津乐道

的话题。巴黎奥运球台的展示，同步开启的乒乓文

化巡展，帮助年轻乒迷加深对国球的理解与热爱；签

名墙、送祝福等互动环节，让乒迷与运动员的距离拉

得更近，架起情感沟通的桥梁。从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等乒乓球赛成长起来的国乒新星蒯曼深情地表

示，上海于自己而言，真是亲切。因为乒超总决赛，

许多乒乓球爱好者现身现场，交流心得，联络感情。

他们当中，不少是沪上群众乒乓球运动的参与者、组

织者，要向乒超取经，把新一年上海乒乓球的业余赛

事办得更加红火。

乒超总决赛不单单是一场赛事，它释放的是文

体商旅展融合发展的溢出效应。赛事承办方久事体

育方面透露，前来观赛的观众  %以上来自外省市，

其中江苏、浙江的比例最高。人流的输入，也带热了

相关消费。这几天，乒超纪念品商店的销量，甚至超

过了F1大奖赛开票上架后的销量。赛场外，住宿、

餐饮、文旅等产业同样得到拉动。上海高效便利的

交通，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大气精致的城市形象，

都给乒超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少人表示，期待再来

观赛，发掘更多上海的美。

乒超总决赛闭幕之际，上海市乒协主席王励勤

表示，将以这次赛事为契机，今后适时去申请一些更

高水平，甚至国际顶级的乒乓球赛事落地到上海，让

市民朋友包括上海以外的乒乓球爱好者能够观赏到

高水平的赛事。跨越近  年，上海与国球的情缘，

仍在延续，未来，就让我们静候佳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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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超总决赛每场比赛都座无虚席
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