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最早的人民体育场，到后来的
金州体育场，再到现在的大连市体育
中心足球场，对从小就喜欢足球的杨
初蔚来讲，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曾经多
少次到球场为大连队加油了，但7月
25日的这次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了”。

作为医生，杨初蔚自然有一颗
“大心脏”，但是坐在去大连体育中心
的大巴上，他却真实地体会到了心跳
加快的滋味，而当他和另外21名抗疫
英雄代表真正置身于可以容纳数万
人的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的看台上、
作为上海申花与广州恒大这场新赛
季中超揭幕战的仅有的“观众”时，杨
初蔚还是忍不住激动了起来：“我知
道，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抗疫一线医
务工作者的一种褒奖，今天能代表曾
经奋战在武汉雷神山的医务工作者

来到这里，我感觉很自豪，很珍惜这
样的机会，这也是让我永远都会记得
的一场比赛。”

今年的正月十五当天，作为辽宁
省援鄂医疗队的一员，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杨初
蔚匆匆告别家人，踏上了前往武汉的
旅程，前往刚刚火速建成的武汉雷神
山医院。由于进驻任务紧迫，作为雷
神山医院感染一科六病区主任，杨初
蔚带领病区全体医护人员克服重重
困难，在24小时内完成了病区验收、
检修、清洁、布局等一系列非医疗工
作。病区开放的前一天，杨初蔚和他
的团队从早晨8点一直不间断工作到
次日凌晨3点钟，才将病区的准备工
作全部完成，一些年轻的护士因为过
度疲劳出现了呕吐甚至是晕厥的情
况。在雷神山医院，杨初蔚整整坚守

了50天，当中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正
是在他和所有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他
们所在的病区总共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83人，虽然其中近半数为重症患
者，但在他们的全力救治和精心医护
下，无一人死亡。
大连赛区的开幕式上，现场主持

人称包括杨初蔚在内的22名抗疫英雄
为最美逆行者，但是在他看来，自己只
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
也不算逆行者，就像战场对于战士，火
情对于消防队员一样，疫情本就是我
们应该前行的方向，我们只是在疫情
面前选择了一个医者应有的勇敢！”由
于大连近日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杨初蔚也准备着随时重返抗疫一线，
他也坚信胜利即将到来：“我们一定能
尽快战胜疫情，就像困难再大，中超联
赛最终顺利开赛一样。”

2020年7月27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 郑 毅 5申花 A

———中超回归体现积极意义

本版撰稿 特派记者 李冰 发自大连

2020年7月25日，对中国足球来
讲，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当晚18点15分，主裁判王哲的一
声哨响，吹响了申花与恒大的比赛，也
吹响了整个2020赛季中超联赛的“开
场哨”。
与以往的热闹不同，在大连赛区

举办的主题为“回归、哀悼、致敬”的简
短开幕式中，重点突出了“抗击疫情”
的部分。开场VCR之后的球队入场环
节中，大连赛区的江苏苏宁、山东鲁能
泰山、河南建业、大连人、广州富力和
深圳佳兆业六支球队的队长依次入
场。随后，广州恒大和上海绿地申花的
22名首发队员入场，与六位队长一起，
共同面向主席台，站在球场中央，与现
场的所有人一道，进行主题为“致敬英
雄，共悼逝者”的默哀仪式。
集体默哀一分钟之后，医务工作

者、军人、警察、社区工作人员、物流小
哥⋯⋯一个个在抗疫中逆行的平凡英
雄的身影，通过大连体育中心现场的
大屏幕一一闪现。考虑到疫情防控需

要，大连赛区邀请的22名各行各业的
抗疫代表虽然来到了现场，但是并没
有进入到球场当中，在现场主持人的
提议下，包括球员、裁判、工作人员和
媒体记者在内的所有人，此时也一齐
面向主席台旁边的看台，将右手放到
左边胸前，并且竖起大拇指，用“右手
拇指点赞左心房”的手势，向这群由抗
疫英雄组成的特殊球迷隔空致敬。
将抗疫英雄请到球场中来，这是中

国足球曾经做出的承诺，就在这一天，
在大连，在苏州，在中超联赛的两个赛
区，这些抗疫英雄也作为现场唯一的
“观众群体”，观看了今年中超联赛的揭
幕之战，中国足球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连赛区出现了

本地新冠确诊病例后，很多医务工作者
也继驰援武汉之后，也再次投身到大连
的抗疫工作当中。22名接受邀请来到大
连赛区观看比赛代表中的医务人员表
示，会把中超联赛复赛所产生的积极意
义传递给每一个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
同事，同时他们也坚信，中超联赛在严
格的防疫工作保驾护航之下，一定能够
圆满完成第一阶段的比赛。

文/李冰

做了二十几年记者， 从甲A到中

超，从亚冠到亚洲杯再到世界杯，看过

的比赛，即便没有一千，八九百场肯定

是有的。

有啥没见过的啊？

这句话放在2020赛季之前说，多

少还是有点底气的，往大了说，贝利、

马拉多纳这种世界级的球王零距离接

触过，贝肯鲍尔、普拉蒂尼也直接问过

问题；往小了说，预备队青超U系列的

比赛也没少看，正规的不正规的，确实

都见识过。 不过要说像今年中超联赛

这样的观赛体验， 倒还真是大姑娘上

花轿———头一遭。

为了防疫需要， 媒体记者前往球

场观看比赛采取的完全闭合的管理方

式，也就是从指定酒店上车，到了球场

之后定点下车， 进入球场指定区域看

球， 然后再回到指定地点上车返回酒

店，中间不能跟“蓝区”内的人员有任

何接触。

对记者们来讲， 口罩、 一次性手

套、 酒精湿巾和免洗洗手液是去球场

看球的必需品。 从进入媒体酒店候车

开始， 检测体温便成了一个 “常规项

目”：进酒店大门要测体温，上大巴之

前要测体温，下了大巴要测体温，进入

球场区域要测体温。 以往在观看比赛

时，记者们大多喜欢“交头接耳”，眼睛

盯着场上的比赛之余， 大家也都习惯

了聊着一些跟工作和比赛或有关或无

关的话题，但是按照赛区的防疫要求，

文字记者在看台上必须保持足够的安

全距离，全程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如果摘下来的话， 就将取消比赛的采

访资格。

此外，观看比赛期间，记者也不能

扎堆聚集， 更不要说像以前那样坐在

一起聊天了，再加上比赛是空场进行，

场上教练和队员的喊叫声相当清晰，

这也更加凸显了整个球场的空旷，一

片寂静的媒体看台上，多少有些古怪，

也多少有些别扭。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 自然也成为

了又一次的“新”体验。 在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 绕着小半个体育场走了将近

10分钟后，记者们被带到了一间“重兵

把守”的媒体工作间，坐到了一个摄像

机和一个大屏幕电视机的前面。很快，

作为客队主教练的崔康熙带着翻译走

“上”了电视，开始点评本场比赛，并且

回答了现场记者问出的两个问题，随

后现场主持人表示， 接下来的提问机

会， 将给到绿区也就是持绿证记者所

在的媒体间。此时，坐在蓝区也就是全

封闭区域新闻中心的崔康熙抬头盯着

同样摆放在他面前的电视屏幕， 上面

则是绿区媒体工作间的实时画面，在

翻译的帮助下，“历史性” 地接受了这

次只隔开了不到二十米距离的 “云采

访”。

不管球员还是记者， 包括 “云球

迷”，一切似乎都不那么真实，但不管

怎么说，联赛总算是开打了，就算是迟

到，有中超的日子，也总比不到要好；

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和艰辛之后，还

有什么是中国足球不敢面对的吗？

致敬英雄，共悼逝者

“最美逆行者”坚守雷神山医院50天

杨初蔚：能安心看球就是最大的幸福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

事之一，中超开赛是国内体育产业全面复

苏的重要标志。 来之不易的复赛，牵动无数人心，引发各方热议。

有评论员表示，中超回归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 中超重启是

我国防疫能力的体现， 是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重回正常的重大

信号，中超要以精彩的比赛来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现场观战的抗疫医生杨初蔚 本报记者 李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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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防队员一样，疫情本就

是我们应该前行的方向，我们

只是在疫情面前选择了一个

医者应有的勇敢！ ”由于大连

近日再次出现新冠疫情，杨初

蔚也准备着随时重返抗疫一

线， 他也坚信胜利即将到来：

“我们一定能尽快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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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发布会，本报记者远程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