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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汇文 体

文体人物

小小银球在乒乓桌上跳跃，他们不是为

了战胜对手，而是为了强大自己。在上海，有

一群热爱乒乓球运动的帕金森病患者，他们

渴望在“乒乒乓乓”中发现生活之美，在以球

会友的过程中彼此鼓励、增强信心。

好消息传来，2024年12月20日，首届上

海市帕金森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静安区体育馆

开幕，这将是国内首个专为帕金森病患者设

计的乒乓球锦标赛。

有利康复
2019年，由帕金森病患者发起，国际乒联

组织的帕金森世界锦标赛在纽约诞生，这是

一项帕金森乒乓球爱好者参与的国际赛事。

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非常关心

帕金森病患者这一群体。他也是沪上“乒乓

战帕”的发起人。据徐老介绍，赛事发起人内

拿德 ·巴赫是一名音乐家，自2014年确诊帕金

森病后无法再弹奏乐器。在一个朋友的建议

下开始打乒乓球，仅六个月后，他就又可以弹

奏吉他了。

刘圣萍成了参加帕金森世乒赛的首位中

国参赛者，2023年在希腊，他捧起了男子单打

冠军奖杯。次年，他又在法国蝉联了该项比

赛的冠军。“那时我就在想，中国是一个乒乓

球大国，乒乓球群众基础广泛，也许可以在这

方面做点实事……”刘圣萍说。

首届上海市帕金森乒乓球锦标赛应运而

生，刘圣萍特地来到了现场，他要同更多乒乓

球爱好者分享经验，相互打气。

关爱“帕友”
世界冠军王励勤来了、现役奥运冠军樊

振东也来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向全

民发出号召——“乒乓战帕”。“关爱帕金森病

患者，让生命不再惧‘帕’，我们每个人都能奉

献绵薄之力。在此，我代表上海市乒乓球协

会向上海各界发出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把

爱的阳光照进帕友的生活，共同为他们创造

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中国乒协副主席、上

海市乒协会长、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

心主任王励勤说。

这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次生命

力量的展现。王励勤介绍，赛事强调参与性

与康复性，将结合医疗专家的

指导和专业乒乓球教练的训

练，为帕金森病患者提供一个安

全、专业的运动平台。

现场，王励勤向奥运冠军樊振东颁发

帕金森乒乓球公益大使证书，上海市乒羽中心

主任、上海市乒协秘书长李备为上海市体育发

展基金会、上海太保蓝公益基金会、静安区体

育总会颁发帕金森乒乓球公益合作伙伴铭牌。

运动处方
帕金森病是第二大中老年神经系统退行

性疾病，患病率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全球

有约450万帕金森病患者，其中中国占220

万。目前，运动干预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

的帕金森病治疗手段之一。

研究表明，乒乓球能有效锻炼帕金森患

者的心肺系统，提高眼手协调性和反应能力，

以及身体四肢的平衡能力，是改善帕金森病

症的康复手段之一。乒乓球对帕金森病患者

来说是一种极佳的“运动处方”。

不过，不少帕友在打球过程中遇到了障

碍。帕友李学海说，自己曾去社区打乒乓球，

却遭遇了歧视。有人对他说：“你走路歪歪扭

扭，还要来打球？”社会需要营造更友好的氛

围，让帕友走出来，去运动。

今年，上海市乒乓球协会帕友之家在黄

浦区体育馆、好望角医院和周家桥街道开启，

帕金森病患者在专业乒乓球教练的指导下，

有了适合自己的锻炼计划，提高了生活质量。

首届上海市帕金森乒乓球锦标赛由上海

市乒乓球协会、静安区体育总会、上海市体育

发展基金会、上海太保蓝公益基金会主办。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响亮的嗓门
“请问一下徐指导，您都这么大岁数

了，怎么还能有这么好的精力？”长沙贺龙

体育场内，一家湖南当地的电视媒体，赛后

把话筒举向徐根宝，一张口就问了这样一

个问题。

每每上海队比赛，徐根宝的大嗓门，必

定伴随着从始至终。男足决赛当日，根宝在

主席台上隔着两层看台激情指挥比赛，即使

现场涌入了6000多名观众，他极具穿透力

的嗓音仍清晰可辨。“传，把球传好！”“回去，

接应！”“跑起来啊！”熟悉他风格的上海媒

体，早就“见怪不怪”，但对外地的同行包括

现场观众来说，这还是蛮新鲜的一件事：80

多岁的老人，真不简单啊。

“多给队员们一点气场吧，也需要多提

醒他们。”徐根宝在谈及“喊”这个问题时，是

这样和记者说的。“人家问我这么喊，嗓子是

不是会哑，我很少哑的。出发前在基地我跟

球员也说了，大家一起拼一个月。你们拼，

我也拼，喊也是我的态度。”

“徐指导这么大年纪依然亲力亲为，我

们这些教练都应该向他学习。”带队拿下冠

军后，山东足坛名宿殷铁生说。

不悔的信念
“要出球星。”这是徐根宝到长沙后，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频率大大超过“拿冠军”。

参加大赛，又是亲自挂帅，成绩总归是需

要重视的。但记者感觉到，相比以往，这一次

根宝并没有太过“功利”。出征之前，他定下

的三个目标是：出人才，有风格，勇夺金。

人，是摆在第一位的。从2000年开始

埋头崇明搞青训，这些年徐根宝思索了太

多。“中国足球为什么一直上不去？说到底

还是因为没有人，没有球星嘛。”

“我培养出了后卫范志毅、前锋武磊，最

好老天有眼，让我再培养出一个中场的核心

球员，一个像姚明那样的球星！”这次全国三

大球比赛，根宝手底下还是有“高人”，他就

是拿下赛事最佳射手的队长蒯纪闻。徐根

宝谈起麾下爱将时说：“武磊是前锋，是天生

的得分手，蒯纪闻更全面一些，组织、突破、

得分能力都有。如果这样的球员涌现得更

多一些，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就上来了。”

“给我们一个梅西吧，再多出几个武磊

吧。”根宝口中念念有词，“中国足球要有愚

公移山的精神，人在做天在看，坚持下去，将

来一定会出人才的。”

远离的是非
出现在长沙的徐根宝，更低调了。他只

是在看台上习惯性喊喊，除了赛后被记者

“围困”后说几句，也几乎不接受采访。

作为上海足坛教父级的人物，尤其是在

青训方面，徐根宝的地位无可置疑。但网络

上总有一些人，或不明真相，或不怀好意，对

徐根宝的培养模式大肆抨击，还有人认为他

是“沽名钓誉”——根宝基地出来的人，有几

个是他真正培养的？

这原本完全不值得一驳。当初从2000

年开始，进入基地的小球员基本都在10岁

左右。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足球基础，包括

武磊在内，的确是在同龄人中出挑的，但只

是凭那一点点基础，不好好挖掘培养，日后

能达到什么高度？

这一回又轮到蒯纪闻。也有人说，蒯纪

闻只是徐根宝“挖”来的，甚至恶意中伤根宝

只会“抢人”。对这一切，根宝回应得云淡风

轻：“随他们说去吧。还是那句话，人在做，天

在看。谁做了实事、好事，大家不知道吗？”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徐根宝的主要精

力，又要放到2025年粤港澳全运会的这些

球员身上了。心心念念要带着“最后一金”

引退的他，至少在明年，还会像从前一样，精

神抖擞地去战斗。 本报记者 关尹

乒乓战“帕”不再惧“帕”
上海将举办国内首个帕金森乒乓球锦标赛

不老根宝

老骥伏枥，用这四个字来形
容如今的徐根宝，恐怕并不合
适。哪怕，他已经81岁。
7年前，徐根宝决定挂帅亲征

2017年天津全运会时，有人说他
老了；15年前，徐根宝首次带队出
战2009年全运会时，也有人说他
老了；甚至在24年前，当57岁的
徐根宝毅然决然离开职业足坛，
一头扎进崇明岛一心想要打造
“中国的曼联”时，就有一些人冷
嘲热讽：都这把年纪了，还瞎折腾
什么？
那些“预言家”一次次被打得

灰头土脸，出现在第一届全国青
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场边的根宝，
依然声若洪钟。这一次，由他担
任总教练的上海U18男足未能实
现“勇夺冠”的豪言，身边的人却
感慨说：“这是老天爷还不想让老
爷子退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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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与

徐根宝合影

■ 蒯纪闻（左）与刘诚宇是本次上海U  

男足的核心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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