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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全运会田径比赛昨天

拉开大幕，首日“苏神”就
重磅登场。预赛前两枪，苏

炳添延续着东京奥运会的

良好状态，以 10秒 06的
成绩轻松挺进今晚的决赛。

为了用一块金牌弥补全运
无冠的遗憾，32岁的苏炳

添今晚必然会拼尽全力。
除了开幕式，昨晚应

该是全运会开幕以来人气

最旺的一天，陕西奥体中
心田径场，涌入了近三万

名观众，二三层看台几乎
坐满。有男女百米飞人大

战，又恰逢中秋节假期，不
少西安人携家带口来“看

热闹”。
上午 9时 35分，苏炳

添参加了预赛，在第四小
组出战。最终，他以 10秒

23的成绩夺得小组第一，
排在所有选手中的第二

位。晚上 7时 30分，男子
100米半决赛，苏炳添再

度站上跑道。“7道，中国
速度，苏炳添！”当现场播

报员喊出“苏神”的名字
时，看台上顿时爆发出一

阵喝彩。有意思的是，他相
邻的道次、第 6道是浙江

选手谢震业。上一届全运
会，苏炳添正是惜败于谢

震业无缘金牌。
半决赛第一枪，第 9

道的湖南选手抢跑，被红牌罚下。重新回
到起跑线的苏炳添并未受到影响，第二

枪枪响后，他一路领先，最后 20米都没
怎么发力跑，在距离终点五六米处又明

显故意放慢了速度。10秒 06，苏炳添就
这样顺利地以小组第一名杀进决赛（见

下图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谢震业 10

秒 25获得第二。现场播音员调侃：“看今
天的表现，苏炳添有稳稳进入 10秒的实

力。”而从赛后的反应来看，苏炳添显得
相当轻松，甚至都没怎么出汗。

虽然贵为奥运明星选手，但苏炳添
此前三次出战全运会，却还没尝到过冠

军滋味。上两届比赛，他分别惜败于国家
队 4x100米接力队友张培萌和谢震业。

“在全新的体育场内比赛，全新的跑
道，脚感很舒服。”苏炳添赛后表示，“本

届全运会，争取弥补全运百米无冠的遗
憾。”当记者问决赛是否有信心跑进 10

秒大关时，苏炳添咧嘴一笑：“我尽力！”
特派记者 关尹 （本报西安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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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届“海港-上汽”杯新民晚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落幕

    昨天下午，T98 绿洲足球基地热闹非
凡，2021 第 36 届“海港-上汽”杯新民晚报

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决赛在这里决出优胜队伍。球场上欢呼
雀跃的孩子，是全市千余支参赛球队近万名参赛学生中的幸运者，场

边，他们的家长和老师同样沉浸在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中。“双减”后，这项伴随
沪上几代青少年成长的品牌赛事，如何在育人育德、全面发展上能发挥更大的
作用？不妨，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双减”后
晚报杯更受欢迎了

记者手记

    央视五套今
天 20 时 30 分将
转播全运会男子
100米决赛实况。

收视指南

    晚报杯连办 36年， 从第一届就

执裁的裁判员高晓亮记得，每年夏天
最热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

候，一些五六年级的孩子也想法混进
球场踢比赛。海港俱乐部队员李圣龙

说，脑海里随时能重现当时的参赛场
景：“我们队到最后罚点球，我还罚了

个‘勺子’，结果打在门框上。 ”

因为疫情，今年的晚报杯决赛延
迟到 9月进行， 但这个足球的节日，

学生们从不怠慢。一些家长跟记者感
叹， 运动与学习实际不存在冲突，能

拥有学习之余的快乐体育，是孩子的
幸福。

就在晚报杯鸣金之际，全运会传

来捷报：上海的杨立豪赢得攀岩项目
16岁以下组两项全能冠军， 而他还

是平和双语学校的一名初中生。不少
人觉得杨立豪是攀岩项目的未来之

星，对于小杨的未来，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攀岩部主任厉国

伟的回答值得思考：“他还小，要给孩
子更多选择。 ”

厉国伟的这句话， 道出了像晚报杯这样覆盖

基层、 面向广大青少年的业余体育赛事为何能始
终坚守并不断拓展的原因———就是为了给孩子在

成长道路上更多的选择。 先有兴趣，再立志向，最
后确定人生道路怎么走。如果更多的家庭了解，人

生坐标不以分数为轴，我们的孩子就能走
入更广阔的天地，过上真正幸福

的生活。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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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这届晚报杯，文来中学的学生组了三支

队伍参赛，一队是六年级的孩子，年龄略小，
打入八强，二队和三队的大哥哥则在初中组

决赛巅峰对决。比赛中熟练的传切配合和精
准有力的射门频频上演，候场的高中组球队

也被吸引，看得十分投入。
近几年，文来中学是晚报杯的常胜将

军，这得益于学校普及足球项目的大力投

入。校队每周一三五进行训练，从不影响其
他学科学习。担任校队教练的老师徐军说：

“在文来，会踢球、踢得好的学生，学习也不

差。”学校每年组织足球夏令营，招募四五年

级的小队员参加，但招生不光看足球水平，
还看文化课成绩，语数外三门主课要达到

“2A1B”，极个别的放宽到“2B1A”，成绩下滑
的队员暂停训练。

家长发现，孩子的时间观念明显提高，有
训练和比赛的日子，能利用自修和下课时间

抓紧做完作业。近几届，徐军麾下多名队员都
考入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并升入一流大学。

    文来二队的陈帛源获得初中组的金靴

奖，彩排颁奖礼时，他的爸爸站在后面，目光
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儿子。陈爸爸老家在湖

北，说起儿子现在踢足球，他特别支持：“首
先是身体好，感冒发烧跟咱们无关。更重要

的是意志品质强，遇到困难挫折都不是事。”
过去，陈爸爸得抽出很多时间关心孩子

作业，他说：“有时工作忙了一天，再要管孩
子功课，有心无力。”“双减”之后，他强烈感

受到了孩子学习生活的变化。“现在放学晚，

在学校孩子有老师指导，把 70%的作业都做

完了，回家就轻松很多，不再‘鸡飞狗跳’。”

昨天的决赛，陈帛源的爸爸、妈妈、弟
弟，还有小姨，一大家人都来为他加油。他

也特别争气，带领文来二队过关斩将勇夺
初中组冠军。看着帛源跟队友们拥抱在一

起忘情庆祝，陈爸爸特别欣慰：“踢球，让
孩子学会沟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在一

起，也有一个交流的渠道，这样孩子才成

长健康。”

    高凌炜参加了今年的晚报杯，遗

憾未能晋级决赛。比赛虽然输了，但
他没有离开。他写的《李俊杰的最

后一届新民晚报杯》刊发在专业

体育媒体《东方体育日
报》上，这名南洋中

学的高二学生因此

获得本届晚报
杯“优秀学生记

者”的称号。

昨天下午
的颁奖仪式上，

高凌炜作为优
秀学生记者的

代表，上台表演
一段小提琴独

奏，赢得阵阵掌

声。“我喜欢踢
球，小提琴也练

了多年，还担任

校学生会副主席。”学习生活如此丰富多

彩，高凌炜总能投入充沛的精力，有没有
秘诀？“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高凌

炜解释，自己梦想将来成为一名

新闻记者，那就去抓住机会

尝试历练。

这篇获奖的报道，高

凌炜修改了不下十遍。“晚报杯学生记者营”
让他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喜欢足球的

同龄人。高凌炜说，自己被李俊杰感动了，
“今年是他高中生涯最后一次参赛，也是最

后一次与队友并肩作战。”
在复旦实验中学读书的李俊杰告诉高

凌炜，离开高中，足球仍会陪伴自己一生，未

来想从事与体育有关的工作，延续自己的热
爱。高凌炜也想延续自己对文字的热爱：“李

俊杰在场上表现非常突出，精神面貌非常

好，我想要表达的是，足球是值得追逐一辈
子的梦想。”
首席记者 金雷

■ 获奖球队合影
本文图片 陆维沁 摄

■ 小球员拼抢有模有样

家长 孩子吸收正能量

老师 踢球学习两手抓

队员 热爱陪伴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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