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纸公告让正处于休赛期的CBA联赛重新回到了球迷
的视野之内。2月19日下午，CBA公司官方发布通知，自
2023-2024赛季CBA联赛常规赛第三阶段比赛开始，赛后
场边官方采访环节调整为只对比赛胜队主教练采访，负队主
教练不再参加赛后场边官方采访，一时间引起篮球圈内的热
议。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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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方主帅禁止参加场边采访

CBA“禁言”新规再惹争议

对于赛后场边官方采访环节的调
整，CBA公司在公告中表示是为了进
一步提升CBA联赛比赛转播效果，同
时为了更好地维护CBA联赛品牌形
象，要求主教练接受官方采访时严格
遵守联赛纪律和制度，不发表违规言
论。

事实上，并不难理解CBA公司做
出调整的出发点。赛季至今，已经多
次出现多位主教练在赛后场边官方采
访环节中，直截了当地表达对当值裁
判判罚的不满情绪，从而招致CBA公
司的罚单。据统计，包括广州队主帅
郭士强、深圳队主帅郑永刚、宁波队主
帅阿的江、福建队主帅朱世龙等人都
在输球后接受采访时有过过激的言
论，并且因此遭到了 CBA 官方的处
罚，而像新疆队主帅邱彪、南京队主帅

西热力江、青岛队主帅刘维伟、广东队
主帅杜锋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从侧面
表达过对裁判的不满，如此大规模的
问责裁判或许正是CBA公司做出如
此“防患于未然”举动的原因。

虽然负队主教练不再参加赛后
场边官方采访，但CBA公司依旧保留
了他们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权
利。相较而言，负队主教练赛后第一
时间的采访容易因为上头而出现过
激的言论，但这往往也是他们最为真
实的想法，而赛后新闻发布会则因为
中间有较长的间歇，更容易让负队主
教练平复情绪和怒火，从而避免出现
一些失态的情况。此外，赛后新闻发
布会并不像场边采访会通过直播的
形式播出，不容易在第一时间内引发
舆情。

祸从口出 罚单不少

该消息引发了球迷们的哗然。调
整究竟是好是坏，可谓是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大部分声音都表示对CBA
公司的举动摸不着头脑，认为新政颇
有些“一刀切”的意味。

虽然大部分赛后场边官方采访都
有些走过场的意味，但却也诞生过不
少CBA联赛的名场面，其中传播度最
广的就是青岛队主帅刘维伟赛后听到
球迷下课声时的反击，从而被冠以“哼
草教练”的名号，而本赛季浙江广厦主
帅王博也曾在面对球迷质疑时，用“你
来”二字进行回应，这些都成为了球迷
们赛后的谈资。

CBA多位主帅在赛后接受采访中
失态，究其原因还是CBA联赛裁判判
罚水平的问题。固然裁判的公信力和
权威需要由官方出面进行尊重和保
护，但用这样一纸公告让负队主教练
封口，显然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甚至
更有可能激化教练和裁判之间的矛
盾。更何况在如今的媒体时代，各队
主教练完全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
行发声，新疆队主帅邱彪就在规定调
整后不久发布了一条耐人寻味的微

博：“做人做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CBA公

司第一次做出让球迷们感到有些看不
懂的举措。消失的裁判报告、规避的
冲突镜头，都曾招致球迷，乃至篮球圈
内部人士的吐槽，CBA联赛的品牌形
象没有因此得到提升的同时，似乎还
有些倒退的迹象，一味地藏着掖着，效
果却是适得其反。

无独有偶，除了CBA联赛之外，
WCBA联赛近日同样因为裁判问题冲
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武汉盛帆俱乐
部在微博上发布“喜报”，向球员丁奕
颁发10万元“打不还手奖”，理由是队
员在被对手打倒的情况下，做到了打
不还手，避免了一次打架事件。与此
同时，俱乐部还表示当值裁判公开吹
黑哨，打破WCBA联赛五年的纪录，吹
罚武汉队43次罚球。

当裁判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到
风口浪尖，被负面舆论困扰的中国篮
球理应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走出泥
潭，谨愿能够像武汉盛帆俱乐部公告
文末所说的那样：“希望中国篮球越来
越好。”

防患于未然 治标不治本

从“北冰南展”到“南展西扩东进”，从在北京冬奥周期
里的助力助威，到如今展望米兰冬奥会，缺乏天然冰雪资
源的上海在经由十多年的蓄力后，现在到底发展得如何
了？正于内蒙古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那儿就
是一处磨砺和检阅的盛大舞台。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以
下简称“十四冬”）的开幕日期为2
月 17日，不过，与不少综合性运动
会一样，部分项目的赛程是被安排
在了盛会正式开幕前进行。比如，
短道速滑青年组和花样滑冰青年组
的比赛就在其列，而申城的冰雪健
儿也抓住了机会，创造了惊喜。

在“十四冬”短道速滑青年组的
比赛中，由张珈宁、吕婉钰、李暄、张
柏浩、张子夏、马赫男组成的上海队
获得了男女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
项目的银牌——实现了上海在全国
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项目中奖牌

“零的突破”。紧接着，在短道速滑
女子1000米（青年组）决赛中，来自
上海的张珈宁、吕婉钰分别获得亚
军和季军，奖牌数在破零之后马上
又“+2”。而在短道速滑男子500米

（青年组）决赛中，上海队的张子夏获
得季军，他的队友张柏浩获得第六名。

上海短道速滑队副领队孙健在接
受采访时很感慨，因为他非常清楚在
此番突破的背后有着多少不易。此
前，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呼和浩特进行
了较长时间的训练。“孩子们在赛场上
勇于拼搏，无论是团体项目还是各单
项，大家都发挥出了训练水平，不断超
越自我，取得的成绩是大家过去几年
努力奋斗的幸福回声。”孙健介绍说，
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青少年和学
生家长对冰雪运动的认知度有了明显
提升，这对扩大冰雪后备人才的选材
面是一大重要助推。

在“十四冬”花样滑冰青年组中，
本是主打体验大赛氛围的三名上海小
队员也为大家带来了惊喜。经过去年
三站资格赛的角逐，全国共有18位男

单运动员获得“十四冬”花样滑冰青
年组的参赛资格，其中14人来自东
三省和北京等北方省市。结果，于
之乐、李子一分别获得花样滑冰青
年组的男单第七名和第八名，李子
烨则是排在了青年组女单的第15
名。在传统专业队训练的模式之
外，上海在俱乐部半专业化训练道
路上的探索又迈进了一步。

“青年组”不仅是申城冰雪健儿
取得突破的关键词，也是“十四冬”
的关键词。自全国冬季运动会创办
以来，这是赛会历史上第一次全面
对标冬奥会设项，并增设青年组。
对缺少天然冰雪资源、冰雪运动起
步较晚的上海来说，这增设的青年
组恰好为在北京冬奥春风中成长起
来的新秀们提供了实战良机。

申城冰雪越过“天堑”
有奖牌也有历史突破

“十四冬”是北京冬奥会后我国
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全国
综合性冰雪赛事。这处大赛舞台
上，既有小将刚露尖尖角，也有属于
冬奥冠军们的焦点时刻。此次，苏
翊鸣、徐梦桃、武大靖、任子威、高亭
宇等多位冬奥会金牌得主都出现在
了选手名单上。与在室内环境中进
行的冰上项目相比，雪上项目就多
了需要“看天吃饭”的变数。

此次，苏翊鸣将参加两个项目的
角逐，分别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单板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我觉得我的目
标一直很明确，就是希望在比赛中展
现出最好的自己，我在这段时间里也
是在很努力地恢复自己，去为这场比
赛做好准备。”为了备战，苏翊鸣在这

个春节里几乎没停歇。“春节假期差不
多就休息了一两天，我就去雪场训练
了，还有练体能。包括我脚踝的伤也是
一直在努力康复。”

苏翊鸣在2月17日抵达比赛地内
蒙古扎兰屯，次日便在滑雪场内度过了
自己的20岁生日。原本，苏翊鸣的“十
四冬”首秀应在今日上演（单板滑雪大
跳台），但受扎兰屯滑雪场内较大风速
的影响，他的比赛已被推迟到2月23
日。实际上从前两天开始，赛场地区就

有些天公不作美，运动员们的公开训
练处于时断时续的节奏。在此，祝愿
雪上项目的赛场天气条件能尽早转
好，运动员们也能尽展所长。

“十四冬”承担着提升我国冰雪
运动国际竞争力、发现优秀后备人
才、巩固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成果、促进冰雪产业提质增效
的任务。赛事的竞体比赛设八个大
项、176个小项，群众赛事活动设四
个小项，有3000余名运动员参赛。

雪上项目“看天吃饭”
苏翊鸣首秀推迟至周五

新疆队主教练邱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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