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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8月 8日至 9月 26日，

虹口足球场内场首次向市民开放，
这也是申花队主场首次向广大球

友开放，成为疫情期间国内体育场
馆运营的经典案例。当时尝过鲜的

胡旻敏始终关注着球场的信息，得
知虹口足球场从今年春节起对外

开放的消息后，他和球友们第一时

间预约成功。“上次我是和申花球
迷结伴来的。这次约的都是平时一

起踢球的朋友。”胡旻敏说，每个爱
足球、爱申花的球友都有一个梦，

那就是踏上心中的圣地虹口足球
场，在这里奔跑，呐喊，享受一回做

申花队员的幸福。
昨天上午天空还阴沉沉的，但

过了中午，天气放晴，下午 2点入
场后，气温升至 12?，和煦的阳光

照在草坪上，让人感觉特别舒服。入场的球

友都不忘先拍照留念，记录下这特别有意
义的一刻。有的还带上妻儿，让家人也拥有

这份特殊的体验。之前，“传奇奶爸队”的伙
伴们在虹口足球场的外场踢球，如今第一

次体验内场的专业球场，不由得都竖起大
拇指，“脚下的草坪很扎实，踢球特别舒

服。”队长曹伟祥上场不久，就攻入一脚精
彩的低射，破门后，他兴奋地跑向球场中

圈，来了个滑跪庆祝。“过去，我们都是在虹

口看台上加油、助威，欣赏球队的技战术表
演，现在自己走上球场，大伙交流更多的是

足球技术。”
凌华也是从虹口外场“进阶”到内场

的幸运儿。听去年尝鲜的球友们描绘那
份幸福感，更让他盼望能早日踏上这块

圣地，“我父母都是申花球迷，到我已经
是第二代，我们都有这个情结的，所以大

家都安排好新年里的活动，腾出时间来虹
口圆梦。”

虹口足球场春节向市民开放全场

年第一场球踢得太 了牛 牛

澳网赛场不见司线员

    首次于春节期间向市民

开放，虹口足球场在前期的酝
酿和筹备后，拿出更大的诚

意，整个内场第一次全部开
放，这样同一时间有四片 7人

制场地可供使用，满足更多球
友的需求。配合三期改造完成

的外立面、顶棚粉刷和电梯、

卫生间等公共空间的改建，球
场甫一亮相，让人有新年新气

象的感觉。考虑到是在辛丑新
春迎接广大球友，球场看台挂

起“虹口足球场，全民犇犇季”

横幅，中圈特意写下“犇犇”二
字，寓意新年大家牛气冲天，

“牛”转乾坤。
球场的这份心意，球友们

都收到了。曹伟祥说，“虹口足

球场能开放内场值得称赞，这么好的
资源利用起来，能让更多人参与到足

球运动中来。”凌华说：“在虹口足球场
踢场球，这种过年的新方式，我们都很

欢迎。”更多球友在圆梦的同时，也表
达了心声：“已有近两年没能在虹口看

球了，真心希望疫情远去，球赛能早日

回来。”
去年开放时，虹口足球场还是夏季

草，从去年 11月起，球场播种冬季草。
对球友们来说，来虹口踢球，也是一份

不同寻常的体验，能真切感受到国内顶
尖专业球场的草坪质量和养护水平。

虹口足球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伟民透露，尽管是对市民开放，比起

中超联赛时，球场的养护工作却丝毫
没有降低标准。从昨天起，球场每周二

和周六开放，草坪养护必须在这个间
隔里抓紧完成。虹口足球场草坪管理

员武浩文告诉记者，内场全部开放，意
味着每个开放日不再有场地可供轮流

使用，“球友们踢完，我们就开始养护
草坪，梳草，浇水，压平。”他解释，现在

是生长旺盛的时节，在养护草坪的同
时需保证草皮的长势，“打孔时我们会

除掉枯草层，让草皮能够顺畅地呼吸。

施肥的频率，也从

之前每月一次提
高到每月两次。”

首席记者 金雷

   昨天是大年初五，虹
口足球场内场首次在春节
期间向市民开放。对沪上球
友来说，就地过年有了全新
的方式———新年的第一场
球，去心中的圣地牛气
冲天，“牛”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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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澳网，身着统一制服、在边

线和底线的司线员已不见踪影，取
代他们的，是更加精准果断的电子

司线。当澳网组委会在一个月前确认
人工司线将首度全部被电子司线代替

时，便引发了网坛的强烈关注。如今上
岗一周有余，它们的表现究竟如何，

又给职业网球带来了哪些变化？

新朋友 陌生又熟悉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或许

电子司线并不会这么快“上岗”，在

去年年终总决赛试验成功后，电子
司线开始成为网坛讨论的焦点，只

要看过比赛的观众应该都能明白，
这个所谓的“新朋友”，其实就是“鹰

眼”的升级版。

根据 ATP和WTA公布的细则，
除了对球员的发球、回球落点做出及

时的判断，电子司线系统中还必须附

带有另一项功能———即时视频回放，

这一功能类似人们熟知的鹰眼挑战，
当球员的发球或回球离端线的距离

小于一定数值，电子司线系统会自动
通过球场大屏幕回放相关落点，以打

消球员及球迷心中的疑虑。当然，即
便系统判定的回球落点超过距离最

大值，球员也可以申请视频回放。德

约与拉奥尼奇一战中，加拿大人就曾
两次对电子司线的判决提出疑议，

但最后的结果都证明，肉眼似乎真
的没有机器看得准。

“我认为如今网球场内更多的
工作，可以尝试由机器完成”，去年

美网上曾因意外击伤人工司线而被

判输球的德约科维奇，就是电子司

线的忠实拥趸，在塞尔维亚人看来，
电子司线有很多优势，“它可以避免

意外，就像我经历过的那种，也能减
少争议，提高比赛流畅度，我个人很

支持将这个技术推广。”德约的观
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主裁判 心理压力大
曾经一同风吹日晒的老搭档，

如今被一台台机器取代，坐在球场

中央的主裁判们，心中难免有些五
味杂陈，尽管暂时还不用为自己的

工作被取代而担惊受怕，但电子司
线带给他们的心理压力着实不小。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有了电

子司线的辅助，主裁判在判罚方面
的担子，理应轻许多，但一位网球主

裁的任务，绝不止看落点和报分这
么简单，还要应对赛场内的各种“突

发事件”。在人工司线时代，当球员
对判罚不满时，广告牌前的那群“制

服组”，还能适当替主裁分散一些

“怒火”，偶尔碰上几个“火力过猛”
的，轻松一句话警告或罚分便能解

决事端。如今没了司线员，所有的火
力都集中到了一人身上，大多数时

候主裁便只能自己“吃进”。
前几天，克耶高斯因为一记

ACE 被判擦网，对当值女主裁发

难。澳大利亚人首先问道：“网带上

的蜂鸣器都没有发声，这（判罚）是
什么情况？”女主裁耸耸肩：“我收到

了平板上感应器的提示。”不料澳洲
小子突然气血上头，大骂感应系统

效率低下错误百出，主场观众还借
势起哄。人家球员只在抱怨系统，没

有对你裁判不敬，除了“吃相难看

点”，并没有可以处罚的依据。于是，
面对一大堆难听的话，主裁也只能

笑着照单全收。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根据最新
的消息，相关技术公司正计划更改电

子司线系统呼报时所用的词汇，在不
久的将来用赞助商名称，取代人们熟

悉的“发球失误”和“出界”，以此增加
澳网的收入。如果这一方案最终通

过，无异于给主裁挖了个天大的坑。

试想一下，当一个汽车品牌等同于发
球失误，手表品牌代表着回球出界，

网球场内会是怎样的情景？球员能否
适应暂且不论，但主裁判有很大概

率，会成为最抓狂的那一位。
本报记者 陆玮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