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9月18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七
人制橄榄球项目决赛在奥运联合队和
江苏队之间展开，最终联合队以32比
0的绝对优势取胜，获得冠军。其中，来
自上海的谷瑶瑶、刘潇倩跟随联合队
获得冠军，为上海代表团拿下本届全
运会的第14枚金牌。

12年的坚持，谷
瑶瑶终于站上了
全运会最高领
奖台，赛后她
激 动 地 说 ：
“这已经是
我 第 三 次
参加全运
会了，因为
喜 欢 和 热
爱，所以我一
直在上海体育
学院边学习边
坚持训练，今天终
于如愿成为了全运会
冠军，我非常激动！”从东
京奥运会参赛回国后的隔离期间，她
们依然坚持每天训练，将良好的状态
延续到了全运赛场。
另一名上海运动员刘潇倩在东京

奥运会比赛中受伤，回国后进行了手
术。本次全运会，她也随队一起获得了
全运会的冠军。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橄榄球队主教练陆专高度评
价了刘潇倩：“她是在为国争光过程中
受伤的，我们决定这次全运会也把她
带上，在比赛中她在看台上为我们拍

摄比赛视频，为球队做了一系列服务
工作。现在她恢复得非常好，希望能早
日回到赛场上。”

谷瑶瑶和刘潇倩不仅是国家橄榄
球队主力、全运会冠军，她们还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上海体育学院硕士研究
生。“我们上午和上海体院的普通学生
一样学习文化课，下午进行训练。平

时，我们都会利用空余时间看
书，考试复习阶段课余、
训练之余的时间都会
在图书馆度过。”
正是通过学习与
训练的坚持不
懈，谷瑶瑶和刘
潇倩不仅成为
国手，同时成
为了上海体育
学院的硕士研
究生，还考出了
教师资格证。
今年，谷瑶瑶

和刘潇倩随国家女
子橄榄球队在东京奥运

会上取得了第七名，实现了
历史性突破。她们以不懈的努力、顽强
的精神书写了历史，填补中国橄榄球
在奥运会舞台上的空白。回国后，她们
又在全运会上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
圆梦全运赛场的谷瑶瑶有了新的目
标：希望明年能够在杭州亚运会上夺
得冠军，为国争光！“我们国家的橄榄
球运动员越来越棒，我们越来越有自
信自信。我们希望努力打出更好的成
绩，让更多人喜欢上橄榄球这个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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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上海运动员随联合队斩获全运会女子橄榄球冠军

既是国家队主力也是硕士生

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七人制
橄榄球项目决赛现场的看台上，上海
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校长韦
蓓、上海体育学院橄榄球队主教练徐
辉、教练吴建红专程在现场为两名学
子谷瑶瑶和刘潇倩加油。
“她们保持了奥运会上良好的竞

技状态，我为她们感到骄傲！”看到弟
子以巨大优势夺冠，上海体育学院橄
榄球队主教练徐辉十分欣慰。在徐辉
看来，两名弟子在国家女子橄榄球队
中都具有显著特点。在场上打5号位
的谷瑶瑶是球队攻防两端的核心，她
组织能力强，具有清醒的头脑，很会

阅读比赛，对胜利有很大的渴望，训练
十分刻苦耐劳。刘潇倩的身体能力出
众，速度快、十分灵巧，具有很强的进
攻能力，在场上经常会吸引二三名对
方球员来防守她。

谈起两名国手弟子时，徐辉说出
了两所少体校的名字：“谷瑶瑶是黄浦
区卢湾少体校输送的，刘潇倩是虹口
区少体校输送的，正是有基层输送，我
才能把她们培养输送到国家队。”上海
体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自2011年正式
开办女子橄榄球项目以来，一直都面
临生源“缺兵少将”的窘境。但从人才
输送率来说，上海体院历年来共向国

家男子、女子橄榄球队输送了几十名
国手，成材率极高。尤其难得的是，这
些运动员都是具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学
历的学生运动员。
培养出来的学生运动员不仅为国

家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还获得了全运会冠军，这让上海体育
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校长韦蓓更有
信心。“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为在国家队
的上体学子做好支持和保障；另一方
面我们将积极与各基层体校加强衔
接，努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读训双优
的学生橄榄球运动员。”

体教融合培养学训双优运动员

上体竞校目标培育更多国手

全运会拳击强势夺金

胡建关剑指明年杭州亚运会

兵败东京 心有不甘

两个月前，踌躇满志的胡建关去
到了东京。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他拿
到了男子拳击52公斤级的铜牌。五年
后，他的目标依然是站上领奖台，甚至
超越自己，向金牌发起冲击。
然而，在淘汰赛面对东道主选手

田中亮明，他的额部、眉弓和耳朵三处
遭到对手的猛烈打击，流血不止，最终
输掉了比赛。田中亮明在比赛中使用
了撞头、肘击等多种违规动作，引发了
很多争议，但裁判最终判定胡建关1比
3告负。这场失利让他耿耿于怀，“心里
觉得很遗憾，我是抱着拿奖牌的目标
去的，所以我很失望。”
赛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带

着遗憾离开了东京奥运的赛场。对于
过程和对手以及裁判的判罚我表示不
满，我可以输但输得有点无奈。”五年
的奥运备战，胡建关历经艰辛，进行了
两次眼部大手术，冒着失明的风险坚
持到了奥运会。所以，止步奥运16强，

对他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
“表皮的伤我不在乎，早晚都会愈

合的。但是心理上的疗伤是需要时间
的。”奥运会结束后，胡建关的心情很
低落。他本想比里约奥运会时做得更
好，但以这种方式输掉比赛，让他难以
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

王者归来 全运卫冕

和所有奥运选手一样，全运会的
最大挑战是超短时间的备战。每个选
手都要经历21天的隔离，在这期间想
要进行正常的训练，可谓难上加难。

“这个隔离时间太长了，一结束就离正
式比赛不远了。”胡建关说，“为了在全
运会上保持好状态，我必须在房间里
天天训练，保持身体的热度。”
同时，隔离期间，胡建关积极进行

心理调整，一遍一遍告诉自己，接踵而
至的全运会是他的新起点。他将更多
的注意力放在自身的问题上，“针对东
京奥运会上的问题积极解决、改正，争
取在全运会上顺利夺金。”
虽然备战时间很短，但胡建关迅

速调整好了自己。“这次全运会总体来
说我觉得还是蛮顺利的，没有之前想

象得那么难。”胡建关的实力仍然处于
全国顶尖水平，在克服了心理关后，他
在全运会上一路过关斩将。

决赛的对手是安徽名将方波，两
人过去曾有三次交手，胡建关全部取
胜。在这一点上，他占据心理优势。“这
种类型的对手我在国际比赛中碰到过
很多，还是比较有经验的。”5比0，胡
建关干净利落地拿下了比赛，完成了
全运会卫冕的目标。

收藏库里只差亚运会奖牌

胡建关出生于1993年，是江西籍。

15岁时，他来到上海参加交流赛，出色
的天赋和良好的拳感吸引了上海教练
的目光，便把胡建关留在了上海。不
过，根据运动员转省的相关规定，胡建
关因为注册问题无法代表上海队参加
比赛，于是只能在队中担任其他人的
陪练，一陪就是四年。上海队拳击运动
员林耿东、罗文新的日常训练，都有胡
建关的身影。
陪练的日子虽然艰苦，但熬出头

的胡建关将那段时间视作最珍贵的回
忆。“当初会有‘不想陪练’的想法，甚
至心生退意。不过现在想来，我很感谢
那段时光。”胡建关说道，“那四年，是
我沉淀最多、积累最深、进步最大的时
候。没有那四年，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2014年，他终于获得登场比赛的

机会，最终一鸣惊人，拿到了全国男子
拳击冠军赛52公斤级冠军。在人生的
新篇章里，胡建关不断有所斩获，接连
在全国拳击锦标赛上获得好名次。里
约奥运会上，胡建关代表中国拿到了
男子拳击52公斤级的铜牌，这是他的
人生巅峰。
如今，饮恨东京奥运会又卫冕全

运会的胡建关，有了新的目标：杭州亚
运会。四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他不敌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无缘八强。截至目
前，他拿到过所有比赛的奖牌，却唯独
缺失亚运会的奖牌。“明年的亚运会在
祖国进行，我希望能突破自己，站上领
奖台。”很快，他又改口，“不，我的目标
是金牌。”

全运会男子52公斤级拳
击决赛中， 胡建关面对安徽
名将方波取得5比0完胜。 这
枚金牌不仅让胡建关完成了
卫冕全运会的目标， 也让他
一扫东京奥运会失利的心理
阴霾。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吴钧雷

谷瑶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