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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界杯特别报道

名人堂
◆ 徐莉佳

人些我认识的足球人

巴西队2比0胜塞尔维亚队，理查利森

侧凌空破门，很多球迷说，这粒进球足以竞

争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这一幕，倒是勾起

了我的儿时记忆。

别看我现在文文静静，小时候的我，跟

个“皮猴子”一样，爸妈说我1分钟也停不下

来。在愚园路小学读书时，我总爱和男孩子

一起踢球，我没有正儿八经参加过足球训

练，全凭感觉。记得有一次，一个球过来，我

踢回去，横着身子摔在地上，有点凌空飞踢

的感觉，当时还觉得自己很帅气。我家住在

水城路，小区隔壁有一块空地，我还会翻墙

出去加入男孩子的踢球队伍。

进入帆船队后，每周有一次调整课，内

容是男女混合踢足球，基本上女孩子当防守

队员，我算是有点小基础，踢球时心里还有

一丝小得意。帆船和足球，一个在海上，一

个在陆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为啥小时候

我会对足球天生着迷？我想，大概是因为这

项户外运动，让我有一种拥抱自然的快感，

给人以广阔的胸襟。

我第一次对世界杯有印象，是1998年的

夏天。当时我们在山东夏训，为了看世界

杯，几乎所有男生都熬夜看球，为此，教练还

破例允许大家第二天上午睡觉，下午和晚

上再训练。我第一次被震撼到了，原来足

球的魅力是如此之大，这么多人为之疯

狂。这次回沪，我有很多工作要忙。但晚

上的时间，我基本都留给了世界杯，坐在沙

发上观看直播，和父亲聊足球，享受难得的

父女独处时光。这台电视机是今年冬奥会

前新买的，屏幕很大，除了冬奥会期间开过，

后来几乎成了摆设。这次看世界杯，我和父

亲都感慨，还是大彩电好，这么爽的观感以

前没法比。

问我喜欢哪支球队，我倒不是某一支队

伍的忠粉。前阵子和孙吉聊起世界杯，我相

当赞同他的观点。他说自己喜欢不被看好

的队伍，即便天平原本不站在这支队伍身

边，但他们最终扭转了局面，能给人传递积

极向上的精神。后来在新民晚报的《哈亚》

特刊，我看到了知名作家马尚龙写道：人生，

就是一届一届的世界杯，我也感同身受。小

时候，听父亲讲徐根宝、范志毅的事。长大

了，我也成了传媒人，在《徐莉佳传媒之声》

公众号，我采访了不少足球人。我特别喜欢

水庆霞的风格，在训练场上她铁面无私，但

训练场外，她很支持姑娘们的个性发展，她

的宗旨是，人生，不应该只有踢球。我和赵

丽娜成了好朋友，她年纪虽然30+了，依然

坚持训练并随国家队参加了亚洲杯，和队友

登顶冠军，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她用自己

的毅力，鼓舞着身旁年轻的队友。还有妈妈

球员张馨，生完孩子后的复出之路，万分艰

难，她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她跟我分享妈妈

球员的心路历程，坦承现在的自己更沉稳，

懂得为这个集体考虑。

三年前，我去西班牙看望刚刚登陆西甲

的武磊，他送了我球票，赛前我们在酒店聊

了一会儿。时间好快，他已经回到中超，继

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范志毅，那真是太

亲切了，小时候我在电视里看他踢球，现在

他喊我“帆船女神”“小阿妹”，一点架子都没

有，我欣赏他敢作敢当的率性。世界杯之

前，我去了趟崇明，在根宝足球基地看到指

路牌，想起徐指导曾告诉我，自己腰不好，无

论去到哪，都自带小板凳，即便如此，他还说

想要干到90岁。不知不觉，我采访过的足球

人，已经数不过来了。从他们身上，我总能

领悟到一些东西。我很佩服他们，不顾自己

的身体，在足球场上玩了命地去拼抢，为了

全队，更为了自己所在城市、国家的荣耀。

我读书期间居住在南安普顿，那里有知

名英超俱乐部，国内伙伴听说我能走路去球

场看英超，都很羡慕。我在大学里的男同学

们，也都对足球爱得死去活来。这次世界

杯，英格兰队是一支值得关注的队伍，他们

在索斯盖特的带领下，这几年在大赛中的成

绩有目共睹。英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足球

人口？一次度假期间，我注意到草坪上每天

都有很多小孩子踢球，一问才知，家长们都

去考教练证，轮流志愿带孩子踢球，这样一

来，孩子们踢球的开销不大，在家长的陪伴

下能坚持下去。这样的足球氛围，真好。

足球或者其他，无论在哪里，只要有足

够的热爱，未来就值得被期待。

（本文作者系帆船奥运冠军）

奔跑吧 在空调马拉松赛道上？
卡塔尔世界杯

进入淘汰赛阶段，真
正的强强对话逐步
拉开帷幕。而在昨
天，另一条体育新
闻，却从世界杯手里
抢走了一定的关注
度：有外媒报道，卡
塔尔已经将目光投
向了2036年夏季奥
运会的主办权。世
界杯刚刚过半，主办
国就将目光投向了
新的目标？

三连败的卡塔尔要凭世界杯申办奥运会

趁热打铁赚吆喝
连续举办世界杯与奥运会，在世界上

并非没有先例，2014年，巴西世界杯见证

了足坛新格局，两年后，里约奥运会又交

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与当时相比，目前

的卡塔尔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准备各类与

奥运会有关的工作，更有利的是，当下卡塔

尔各方对申办2036年奥运会非常支持。

公开数据显示，卡塔尔方面为2022

年世界杯投入了超过2200亿美元，这个

数字是之前7届世界杯费用总和的5倍。

虽说中东“土豪”确实不差钱，球场和设施

都造得十分精致讲究，但千亿美元级别的

投入，若是只换来一个月的绿茵盛宴与全

球关注，即便加上航空和旅游等各类连带

产业的收益，性价比未免太低了些。因

此，在世界杯热度正高时，寻找到更多通

过体育赛事赚钱赚吆喝的机会，进一步提

升关注度，是卡塔尔方面抛出申办奥运会

议题的初衷。

不断提升印象分
体育赛事所带来的效益，从来不只

在金钱方面，通过世界杯和奥运会来提

升印象分，将一个更好的国家形象展示

在世人面前，为后续的经济发展铺路，都

是卡塔尔方面可以通过连续办赛，获得

的无形资产。

卡塔尔已经通过世界杯证明，即便气

候条件不算非常适宜比赛，他们依然有能

力通过各种手段，给球员、教练、工作人员

和球迷带来不错的观赛体验，也让在北半

球冬季办赛，成为国际足联未来考虑的方

案之一。如今，卡塔尔正尝试用相同的方

法打动国际奥委会。根据相关消息，卡塔

尔希望效仿1988年的汉城（现称首尔）和

2000年的悉尼，将奥运会的举办日期放在

秋季，以减少高温对比赛的影响。此外，

为了确保马拉松等可能受气候影响的项

目能够顺利进行，筹备组已经邀请一组专

家实地考察，讨论设立更多室外空调场

地，甚至是空调马拉松赛道的可能性。卡

塔尔方面称，虽然目前申办仍面临一些困

难，但一切皆有可能。

卡塔尔提出的设想以及付出的努力，

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过往三

度申办奥运会均告失败的阿拉伯国家，或

许真能靠着世界杯的成功和办赛的渴望，

迎来“翻身”的机会。

本报记者 陆玮鑫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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