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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运会射击比赛这几天激战正

酣，张常鸿、杨倩、姜冉馨、杨皓然等奥
运冠军陆续登场，带来一场场属于“枪

王之王”的精彩对决。说出来你可能不
信，参赛的选手，各个都有用枪“演奏”

音乐的“隐藏技能”。
本次全运会的射击比赛场地设在

西安市长宁生态体育馆，馆内设有多

个不同规格的训练馆。“因为不同项目
和选手对训练场地的要求不同，组委

会和场地方根据射击距离，设置了不
停的专用训练场馆。”场馆志愿者介

绍，为了创造最好的训练环境，几个靶
场被安排在了场馆里的不同区域，且

开放时间大都被错开，“只有决赛是在
同一个场地进行的。”在比赛间歇期间

的闲聊中，有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表
示，专有靶场里的选手，就像参加音乐

学院考试的考生，只有在各项目的初
试中位列前八，才能获得到更高级别

场地一展身手的机会。

这样的比喻着实形象，这几天在长
宁生态体育馆里，时常出现“你方唱罢

我登场”的热闹景象，子弹击发时专有

的“乓乓声”在各个训练场轮番响起，如
果待在靶场里的时间够长，听到的可能

还是包含“渐变”音效的额外表演。昨日
的女子步枪 50米三姿资格赛，场地里

的 70个靶位几乎被填满。当现场广播

中传出击发指令，无数声“乓乓乓”在短
时间内响起，还自带立体声环绕效果。

不过因为三姿项目的资格赛时间较长，
到了每个姿势的最后一组时，曾经气势

恢宏的“枪械大合奏”，会因为不少选手
完成击发，变成“小组合奏”，到了比赛

最后几分钟，更可能变成“独奏”。对于

现场“听众”而言，这种由强到弱的声音
效果，也算特别体验。

短暂的休息过后，在“初试”中位

列前八的“考生”，走上了更广阔的舞
台。决赛的场地更宽敞，音效比起资格

赛必然更佳。不仅器械摆放、子弹上膛
等资格赛中被掩盖的细节被无限放

大，还有观众席上传来的

掌声、欢呼和叹息作为“伴奏”。

“从 9月 12日场地开放起，每天

几乎都是这样的节奏。”比赛结束

后，几位志愿者笑着与记者聊起了

射击场里的那些声音，“其实（选手）

还蛮有节奏感的，每天上午 8时开

始，到 12时结束，下午再从 1时到

4时。”听了几天的“演奏会”，偶尔

有一次靶场里安静下来，志愿者

还会有些不适应。他们还提到了

一个重要的信息：所有的声音，都

只能在相应的场地里发生和消

逝，“这里的隔音设备很好，出了

那个门，就听不到这样的‘乐章’

了，这也是这

个场地最大的
魅力吧。”

特派记者 陆玮鑫
（本报西安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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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前和赛中的计划？我没什么计划，

教练也没怎么布置呀……”当苗婉茹在昨
日的全运会女子 50米步枪三姿决赛后说

出这句话时，混采区里的众人瞬间乐了。
很难想象，这个在长枪短炮面前有些不知

所措的山西姑娘，几分钟前刚刚以超世界
纪录的 466.9环，成为新科全运会冠军。

“我说真的，这金牌是意外之喜，我
之前想都没想过，所以才没有计划。”苗

婉茹可能真的没有定过比赛计划，但这
个 21岁小妮子在赛场上的一举一动，都

彰显着大将风度。她的风格类似于《倚天
屠龙记》中，张三丰临时传授张无忌太极

拳法时的桥段，“把之前的全部忘了，也

就接近成功了。”
因为有东京奥运会参赛者史梦瑶、雅

加达亚运会 10米气步枪冠军赵若竹等名
将，苗婉茹远远算不上夺冠热门，比赛前

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过她的名字。但这样的
低关注度，刚好让首次征战全运的 00后

小将放松了下来：“我每次击发之前，想的
都是技术动作的要领，并没有关注成绩、

排名或者其他的东西。”苗婉茹笑着透露，
每打完一组，她只看一眼身旁的小屏幕，

然后就忘记所有，全身心准备下一组比

赛，“不论获得怎样的成绩都高兴，因为之

前自己没打过全运会。”
比赛中，苗婉茹的击发速度总会比其

他选手稍慢一些，谈及这一点，小姑娘又
笑了：“我并不是故意要放慢速度，而是选

择了自己最适应的节奏。”在她看来，让自

己打得“舒服”很重要。“刚刚听一个记者

哥哥说（我的成绩）超过了世界纪录，我

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苗婉茹挠着头，

坦言自己没想太多，“出发前想着能高

兴地来，高兴地回去就好了。”

特派记者 陆玮鑫 （本报西安今日电）

    “还是有些遗憾

的，毕竟我们上海男

子水球的目标，一直

都是冠军。”决赛中输

给老对手广东队，获

得全运会银牌后，上

海水球队主教练王敏

辉、领队兼队长李斌、

运动员余利君和储程

浩，在线上接受了采访，

也透露了上海水球队能

够连续多届跻身全运会

决赛，为这座城市带来荣

耀的“密码”。

“我带队参加的每一

届全运会，都打到了冠亚

军决赛。”王敏辉教练在采

访中倍感自豪地表示，不论

最后的结果如何，他都能保

证，队里的所有人在每场比

赛中都拼尽全力。他坦言，上

海队目前的整体实力与广东

队相比有差距，个人天赋也不

算好，“但我们的团队感很好，

队员和教练都非常团结，这是

最大的优势。”

王敏辉有底气这么说，自

然离不开队伍常年的严格管理。

“我们队伍的规矩很多，队员和

教练违反了，都要受到小惩大

诫。”有一个小细节足以说明问

题，自 2002年夏天球队搬入东方

绿舟训练基地后，所有集训队员，

一律在早晨七点排队集合，前往食

堂吃早餐。将近 20年过去，这个规

定在一代代水球队员中传承至今。

上海男子水球队的另一个著名

规定，是比赛中不许抱怨。不论是在

训练基地里打内部对抗赛，还是出

征全运会这样的重要赛事，王敏辉在

开赛前都会强调，不论发生什么情

况，不许指责队友、对手和裁判，“我

一直认为，只要把自己做到最好，成绩

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在这支上海男子水球队里，余利君是个特别的存在。

1978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 43岁，从八运会时在主场摘得金

牌算起，陕西之行是他的第 7次全运会旅程。

八强战中，余利君在一次拼抢中被对手的肘关节顶中眉

骨，留下了一道口子。“当时我还想继续比赛的，可教练直接让

队医陪着我去了医院。”余利君回忆，“关键是第二天就有半决

赛，我可不能缺席啊！”到医院缝了 5针后，这位实力出众的中

锋马不停蹄地赶回队里。

可赛前宣布首发名单时，并没有余利君的名字，这位老将知

道，这是教练在与队医商量后，考虑到自己的伤势而做出的决

定。可如此关键的比赛，绰号“大王”的他不愿意缺席，第二节结

束时，眼见球队无法打开局面，余利君坐不住了，他向王敏辉提出

登场。“当时没想太多，到了这个年纪，比赛打一场少一场，我不想

留下遗憾。”徒弟态度坚决，师父最终遂了他的意，有了定海神针

的上海男子水球队，在随后的比赛中一鼓作气击败对手。如今谈起

之前的一幕幕，余利君的语气依然坚定，“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这

就是上海男子水球队的精神。” 特派记者 陆玮鑫
（本报西安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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