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一 本版编辑/吕剑波 本版视觉/竹建英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文体新闻体育

经历低谷、遭遇禁赛的石宇

奇，真的成熟了。这次苏迪曼杯，

他五次出场，五次获胜，特别是半

决赛的胜利意义重大，避免了中

国队被提前淘汰。这次国羽能

够捧得苏杯，这位定海神针可谓

是最大功臣。在林丹、

谌龙退役之后，石宇奇

也成了国羽男单的领

军人，他也期待着在明

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一

圆冠军梦。

天赋异禀的石宇

奇曾夺得全英赛、世

界羽联年终总决赛

和苏迪曼杯冠军，

但2019年印尼公

开赛的一次大伤，

险些成为其生涯

转折点。当时他

不慎崴脚导致韧带受伤，被迫远离

赛场，冗长的恢复时间和疫情阻

隔，让他的复出之路无比艰辛。

因为禁赛，去年的汤姆斯杯石

宇奇没能参加，不过张军表示，中国

羽毛球队并不会放弃石宇奇，被禁

赛也不是坏事，只有认识到错误和

问题，再复出的时候才会更加强大。

实际上，近些年石宇奇担任国

羽一单非常值得信赖，特别是在团

体赛中，他总能发挥出全部能量。

这次半决赛，如果不是石宇奇守住

阵地，国羽就0比3出局了。而之

前的苏杯两连冠，石宇奇也堪称最

大功臣，他两次在不被看好的情况

下击败日本队名将桃田贤斗，为国

羽夺冠扫掉一大拦路虎。

如今，石宇奇再次帮助国羽拿

到苏迪曼杯，他也真正成为国羽

“一哥”。 本报记者 李元春

在中国体坛，说到“不懂球的胖子”，

你会想到谁？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其实应该还有中国羽协主席张军，这位

身高只有1.75米的前奥运冠军，体重超

过200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胖子。

当然，说不懂球只是调侃，其实他

们不仅懂球，也痴迷于球。昨天刚落

幕的2023年苏迪曼杯，张军就率领中

国队成功夺冠，达成三连冠，这位“不

懂球”的胖子再次令人刮目相看。

无论是作为球员还是教练，张

军都是中国羽毛球队的功勋人物：

运动员生涯，他搭档高崚于2000年

和2004年两次拿到奥运会的混双

金牌；转型教练之后，他执教的男

双又连续获得2012年伦敦和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2019年张

军担任羽毛球协会主席以来，国

羽的成绩有了明显提升，东京奥

运会上五个单项都有队员进入

决赛，还收获了女单和混双金牌。

这些年，刘国梁“不懂球的胖子”的梗

一直被坊间当作一个玩笑，其实在张军面

前刘国梁可以秒变苗条。自从退役之后，

张军的体重就一直在增长，跟很多人不一

样，张军是压力越大，体重增长就会越快，

从2017年接手国羽双打教鞭之后，他的

体重增加更加明显，是典型的“过劳肥”。

每次带队出征，张军发福的身材就被外界

关注。

昨晚苏迪曼杯的颁奖仪式上，张军这

个“不懂球的胖子”又遭遇“尴尬”：他带领

队员们登上领奖台，但在颁发金牌时由于

只有15枚金牌，而中国队登台的球员刚好

15人，所以张军成为唯一的一个登台却没

能拿到金牌的教练员。不仅如此，接下来

的纪念品，也没有张主席的份。不过还好

最后的苏迪曼杯，还是率先交到了张军手

里，他高高举起奖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

最高潮（见上图 图 新华社）。
张军曾经说过，我胖了，也强了。其

实真正变强的，是那一颗为中国羽毛球运

动作贡献的心。 本报记者 李元春

一场雨
四年前射箭世界杯上海站落幕时，赛事团队满怀

期待地表示“我们很快会再见的”。世事无常，因为各种

各样的原因，再次见面推迟了这么久。“过去几年给我们

组委会带来一些冲击。”陶璐娜透露，即便在预赛开始

后，团队还遭遇不少突发状况。

预赛第二天，上海下起中雨，举办过多项大赛的源深

体育场没受影响，可正在做着最后准备的决赛场地——

陆家嘴滨江旁的练习场，却遭遇了一次小小的“淹水”。

“赛事团队过来一看，赶紧启动预案，一边执行赛事手册中

的排水程序，一边向专业人员咨询。”陶璐娜记得，为了在

最快时间里解决问题，不少人直接脱了鞋走进积水区，甚

至开始手动排水。陶璐娜动情地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

的突发情况，场地记分牌、显示屏等都考验过我们，但关关

难过关关过，才有了今天这样受到各方好评的场地。”

不论预赛还是决赛，场地内总能看到穿着统一服饰，不

停奔跑，为选手和场地服务的志愿者。“预赛穿蓝色制服，决

赛穿着白色服装。”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

箭部部长穆勇笑言，“不论是‘小蓝人’还是‘小白人’，都是赛

场的特别风景线。”偶尔会有志愿者因跑步速度过快脚下打

滑的意外情况，路过的箭联官员和选手都会笑着扶一把，然

后为他们竖起大拇指。“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很辛苦，非常感谢

他们。”拿下两枚金牌的韩国选手姜彩瑛说，“这次回到上海比

赛，感觉比四年前更亲切了。”

一群人
“安山，加油！”“王大鹏，相信自己啊！”赛场边的简易观众席

里，不时传出这样的呼声。因为这场高规格的景观体育赛事，国

内外的射箭选手正被越来越多市民熟知。

“我看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就喜欢上这个项目，以后准备自

己尝试下。”一对结伴来到赛场的情侣，整场都看得全神贯注，“来

之前做了点功课，知道韩国队比较厉害，中国队也很有实力，不过

现场看和看直播，还是有很大区别。”戴着帽子和墨镜的男生透露，

前几天已经咨询了一些射箭培训项目，身边也有越来越多同事将

射箭作为健身的重要选择。

自2009年射箭世界杯分站首次落沪至今，这项古老的运动正

以越发多元的形式，焕发全新的活力。“现在我们城市业余联赛有传

统射箭，还有各种特色的射箭赛事活动，申城的射箭馆也越来越

多。”穆勇说，射箭运动在申城正逐步撕下小众的标签，“因为射箭世

界杯上海站的效应，中国的射箭市场，正越

发受到重视，未来也可能有包括射箭亚洲杯

在内的更多赛事落地中国。”对于射箭运动

在申城的群众基础，陶璐娜充满信心：“今年

我们就邀请民间高手在世界杯的箭道上一

展身手，还颁发了相关奖项，未来一定会有

更多上海市民，参与到射箭运动中。”

本报记者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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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胖子很懂球
张军率国羽实现苏杯三连冠

他成了国羽压舱“石”

“请问，第13排是从这里上去吗？”射
箭世界杯收官日，看台上时常能听到这样
的询问声，不能怪观众迷失方向，实在是决
赛日上座率出乎意料地高，从看台最高处向
下望去，很难找到空位，连过道上都坐了不
少人。“三年后世界杯重新回到上海，回到浦
东，不仅选手和组委会期待，观众的热情也爆
发出来。”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射击射
箭运动中心主任、奥运冠军陶璐娜感慨，“暌违多
时，这张申城景观体育的名片，越来越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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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家嘴滨江

的城市景观与

射箭世界杯比

赛相映成趣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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