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闵行体育馆内，比赛热火朝天；馆外的互动游戏，群

众更是热情高涨。

用手机打一场比赛，比比谁的操控力更好；用挖了洞
的乒乓板颠球；向对面球台上的击球点击球，比试你的精

准度；用筷子夹乒乓，看看你的速度⋯⋯认识的不认识
的，大家聚在一起，享受乒乓球带来的别样乐趣。新民晚

报“红双喜杯”成了乒乓之旅的别样记忆。
本报记者 陶邢莹 文 李铭珅 摄

别样乐趣
别样记忆

照片里的故事

我在现场

    淅淅沥沥的冬雨，丝毫不影响

乒乓球爱好者的热情。一大早，闵
行体育馆内传出清脆的“乒乒乓

乓”声。今天，被乒乓球爱好者誉为
“乒乓春晚”的 2020年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
正式拉开帷幕，来自沪上、华东地

区乃至世界各地的 164支队伍、近

3000人次参加本次公开赛。比赛共
设混合团体赛、男女单打、男女双

打和光板单打四个大项、25 个组
别，并分别在 1月 4、5日和 11、12

日四天在闵行体育馆 30张球台上
进行 3000余场比赛。

浦先生特地从浙江嘉善赶
来。去年他是第一位在网络上报

名参赛的选手，今年不仅如约而

至，还召集了两支队伍来沪参赛。
他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盼望了一

年的比赛，当然要参加，而且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也更

方便我们前来参赛。”来自上海的
陈先生去年比赛止步 16强，今年

一口气组了三支队，和球友们一

同踏上“乒乓春晚”的舞台，他希
望补强后的队伍，能比去年更进

一步。
由新民晚报社、上海市体育

局、闵行区政府、红双喜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上海市乒乓球协会、闵

行区体育局、三杰体育承办，并得
到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华东地区

乒乓协会联盟帮助的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
已迈入第 15个年头。经过精心打

造，已成为政府主导、社会主办、
企业主助“三轮驱动”的经典赛

事，是上海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
多、影响力最大的单次群众性乒

乓球赛事。赛场外，互动环节同样

引人入胜，组委会除举办赛事十
五周年回顾展外，还设置了“贺岁

乒乓嘉年华”的老少皆宜等互动
游戏。此外，更有不少乒乓球爱好

者赶来闵行体育馆观看比赛，和
参赛者一起共度“乒乓春晚”的美

好时光。
   本报记者 陶邢莹

    不管你打了几年乒乓，不管你来

自何方，不管你今年几岁，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的舞

台上，都有一个属于你的闪亮位置。
他们都是业余选手，他们重在参

与，在嘹亮的音乐声中入场。今天上午
开幕的首场丙级组比赛，每一位参赛

者，都是那么快乐、充满活力。

“半路出家”的高手
“老丁啊，我刚刚有机会的，可惜

了⋯⋯”“老张，你打得不错，下一场加

油！”老丁 2比 1逆转取胜老张，两人
互相拍拍肩膀，像是一对老朋友。看台

上，其他人围拢过来，纷纷复盘这场比
赛，你一言、我一句，都说这场比赛很

精彩。

“今天早上的场馆里，至少有三
四十个参赛者我都认识。”老张笑呵

呵地告诉记者，第一次报名参加晚报
杯，值了！

老张名叫张启贵，来自杨浦区，按
他的说法，自己是“半路出家”，“年轻

时踢足球，三年前才开始打乒乓，我现
在已经 54岁啦。”在不惑之年从事一

项新的运动，老张相信天道酬勤。他请
了一名国家队退役选手当私教，仅仅

学了 3个多月，便掌握了技巧。他得意
地说：“教练根据我的特点，帮我选择

了直拍横打技术。为了打磨技术，我经
常观看许昕、王皓的比赛录像，特别喜

欢他们的飘逸动作。”
果然，赛场上的老张击球凌厉，身

姿活跃。再看他的装备，也非常专业，
一副红双喜特制 301，是特供省队运

动员的，老张细心呵护，平时亲自粘贴
胶皮。短短三年，老张活跃在各项业余

赛事中，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为怕水平不够，前几年没参加过晚

报杯，这次在球友的鼓励下参赛，真是
不虚此行。”老张开心地说道。

安家上海的理由
头发花白，身材匀称，动作轻盈，

54岁的于桂芹在女子丙级组的比赛，

引来了大家围观。这位年轻时玩转排

球和篮球的新上海人阿姨，退休后开
始从事乒乓球运动，这是她在上海安

家的一大理由。
于阿姨自豪地说：“我是自学成

才。”2012年，于阿姨从河北秦皇岛搬
来上海，原本只是想暂时住一阵带外

孙女，没想到这一待便扎了根。“外孙

女渐渐大了，也有了更多空余时间，在
朋友建议下，我开始学打乒乓，很快就

在小区乒乓房交了一群当地朋友。”每
天上午打一场球，于阿姨的名气渐渐

在小区里传开。同她交手的，多是男
性，有年轻力壮的学生，也有球龄几十

年的老伯，但于阿姨从不胆怯。随着球
技的提高，她见谁“打”谁。“我平时都

和男性打球，来‘新民晚报杯’就不怯
场了。”

在上海打球这几年，于阿姨踊跃
参与各类赛事。女儿告诉她，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是沪上规模最大、最具影
响力的乒乓业余赛事，于阿姨一听来

了劲。去年第一次参加，她勇闯前八；
今年再度参赛，早晨 6点 20分就出门

了，外孙女说：“姥姥加油，打输了不要
哭哦。”于阿姨告诉记者：“我不会在意

胜负的，来比赛并没有成绩目标，享受
就好。”

同一个小区里，有不少像于阿姨
一样来沪安家的球友。石景夫刚来上

海时并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但他很快
发现，这里的乒乓氛围比老家好，小

区四十人的球友群，每天都很热闹。

这次来参赛，他身上套着一件申花队
前外援德罗巴的球衣，在人群中格外

显眼。“我女婿是申花球迷，来上海后
跟着他一起看球，现在申花成了我们

家的主队。”
上海的生活，不只是因为有家人

的陪伴，还因为乒乓球，他们在这里交
到了更多朋友，体会到了上海这座城

市别样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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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红双喜杯”成草根选手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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