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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体育

■ 吴艳妮（左）在比赛中 本文图片 新华社

记者手记
去年12月，久事集团和F1共同

宣布：F1中国大奖赛已完成新一轮

签约，双方将自 2026 年起续约至

2030年。F1中国大奖赛赛事方，上

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亦斌透露，尽

管谈判中也曾遇到一定阻力，但有

一点是签约双方的共识，“大家不希

望上海没有F1，F1更不希望没有上

海站。”上海对赛事的高效保障、办

赛方协调赛事的专业能力以及顶尖

水准的赛事服务，都让车手、车队印

象深刻。而对于车队厂商及赞助商

而言，中国是极为重要的市场，国际

推广中，中国上海都是最重要的一

站之一。

F1 是全球顶级体育赛事的象

征，而上海则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

高的城市之一。两者的结合，早已

超越了单纯的赛事。续约的背后，

是上海多年来在赛事组织、服务保

障、文化推广等方面的卓越表现。

F1主席兼CEO斯蒂法诺·多梅尼卡

利多次强调，上海站是F1全球版图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因为上

海高效的办赛能力和顶尖的服务水

准，更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超过2亿的粉丝基数、39%的年增长

率，以及社交媒体上 430 万活跃用

户的热情参与，无不证明F1在中国

的影响力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而在杨亦斌看来，这个赛事在

城市中的长久举办，能发挥更持续

的全方位作用。F1 为上海提供了

一个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窗口。

通过赛事，全球观众看到了一个现

代化、国际化、充满活力的上海，也

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

F1与上海的续约，是一场彼此

成就的“双向奔赴”。F1需要上海，

因为这里是中国市场的桥头堡，是

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上海也需要

如F1这样顶级赛事，因为这是城市

国际化的重要抓手，是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载体。从2024到2030，F1与

上海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这不仅

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盛宴，更是一

座城市与世界共振的传奇。

厉苒苒

“去年我在这里说自己有 1/16
的中国血统，那是事实，不是开玩笑

的，更不是用来吸引车迷的说辞。”

昨天F1中国大奖赛正赛后，第一个

冲过终点的皮亚斯特里在新闻发布

会上一脸认真地说。这是他两天内

第二次提起这个话题，只不过与排

位赛后的严肃相比，捧得冠军奖杯

后的小皮（见右图 记者 李铭珅
摄），脸上多了灿烂的笑容。

皮亚斯特里确实不用为得不到

车迷支持而担心。今年的 F1中国

大奖赛期间，围场内外多了不少穿

着迈凯伦助威服的身影，他专属的

81号，也成为热门元素，不少车迷

的背包上，就挂着带有这个号码的

钥匙扣。如今的迈凯伦车手，已经

不是几年前初出茅庐时，没有多少

人问津的“菜鸟”，相反，他正成为新

生代车手中，成绩最好人气也最旺

的选手之一。

皮亚斯特里能在上海站“圈粉

无数”，靠的并不只有所谓的“血

统”，更重要的是赛道上的表现。从

首次自由练习开始，他驾驶的81号
赛车展现出不俗的竞争力，尤其在

决定正赛发车顺位和正赛走势的关

键时刻，24岁的小皮拿出赛季至今

最好的状态，令人信服地在上赛场

站上最高领奖台，成为这个比赛周

的最大赢家。在上一场分站赛中强

势夺冠，被视为本赛季F1年度总冠

军热门的诺里斯赛后承认，皮亚斯

特里在“上”赛道的表现，让其他对

手望尘莫及。

“我们在排位赛前做了一些调

整，这在排位赛和正赛中都起到了

效果。”皮亚斯特里透露，通过对冲

刺赛的复盘，他和车队都发现，减少

轮胎损耗是在上赛场取得好成绩的

关键。“车队的工作效率很高，他们很

快就拿出调整方案并付诸实施，这让

我们有了一点优势。希望在本赛季

之后的比赛里，我们都能保持强势

而高效的状态。”皮亚斯特里说。

上周六排位赛后，获得第二的

拉塞尔在得知皮亚斯特里的1/16中
国血统后好奇地问道：“你真的是中

国人？”皮亚斯特里调皮地回答：“我

有这个血统，所以这些天来现场的观

众都是为我助威的。”如今在上海这

“半个主场”夺冠，不

仅再度证明了迈凯

伦车手的实力，也让

那句“车迷都是为我

而来”多了几分底气。

本报记者 陆玮鑫

径赛项目频传捷报
巴黎奥运会，中国田径在女子

铁饼、女子铅球和女子链球三个投

掷项目上收获奖牌。而除了杨家玉

的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径赛项目

略显黯淡。八个月后的南京室内世

锦赛，朱亚明以17.33米刷新个人赛

季最佳的成绩，为中国队摘下男子

三级跳远银牌迎来开门红。此后，

径赛项目频传捷报。谢震业闯入

60米决赛，追平苏炳添三进世锦赛

该项目决赛的成就；奚枭横首入

800米半决赛，1分 48秒 06的成绩

不仅刷新个人室内最佳纪录，在国

内也排进历史第二；第二次参加室

内世锦赛的吴艳妮历史性地闯入半

决赛，并两度刷新 PB（个人最好成

绩），以 8.01秒改写尘封 11年之久

的全国纪录。最令人振奋的，是男

子60米栏项目，21岁的刘俊茜和22
岁的秦伟搏携手跑进决赛，中国首

次有两名选手进入室内世锦赛跨栏

决赛。刘俊茜更是在决赛中面对霍

洛威、贝洛夏等名将的挑战勇夺铜

牌，成为继刘翔之后，首位登上世锦

赛领奖台的中国跨栏运动员。

追赶世界顶尖水平
成绩的回升，源自中国田径健

儿沉下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赶世

界先进水平。以中长跑项目为例，

刘德助在去年钻石联赛厦门站打破

男子800米全国纪录，如今，他的身

边还有奚枭横等人，去年国内 800
米达到历史整体最高水平，赛季共

11人打开 1分 49秒大关。在南京

历史性闯入半决赛的奚枭横说：“我

需要这样一个激励自己的机会。通

过比赛，学习顶尖运动员对技战术

的把控、速度的分配。”

水平的提升，也源自运动员身

后团队勤勉、智慧地付出。秦伟搏

首入世锦赛60米栏决赛背后，是师

父、著名跨栏教练孙海平的诲人不

倦。年逾古稀的孙指导无法割舍对

跨栏项目的热爱，手把手带教又一

批明日之星。这个赛季的冬训，针

对秦伟搏身体能力利用率不够高、

起跑速度慢的短板，孙海平指导弟

子做了针对性的训练。来到南京

后，秦伟搏的 60米栏成绩提高了

0.07秒。

改写尘封11年的全国纪录后，

吴艳妮含泪感恩教练杨辉：“杭州亚

运会时，因为我的目标是争金牌，教

练为了备战，把自己的手术时间都

推迟了。这次跑出 8.01秒，也是对

我教练和团队付出的一种肯定。”

新鲜血液不断注入
在南京，中国田径整体回勇，也

因为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女子

60米比赛，16岁的短跑新星陈妤颉

首次亮相世锦赛，就吸引了世界田

坛的目光。尽管止步预赛，陈妤颉

却在初舞台展现大将风度，汲取了

世界级大赛的宝贵经验。而陈妤颉

的偶像、中国短跑名将梁小静则在

后辈的激励下，激发出更好的竞技

状态，闯入 60米决赛，并再度刷新

PB。比赛前，梁小静将自己的发带

送给妤颉，让小师妹戴着它去飞驰，

象征的，正是女子短跑前赴后继的

力量传承。

为中国男子 60米栏夺下一枚

铜牌后，刘俊茜感叹距离偶像刘翔

又近了一步。这名新锐将巴黎（奥

运会）未进半决赛的失意化作动力，

在南京世锦赛完成蜕变。目睹刘俊

茜成为刘翔后首位登上世锦赛领奖

台的中国选手，孙海平感慨如今中

国的短跨人才早已不是一花独放，

而是形成四五人的团队，竞相争

艳。刘俊茜之外，还有秦伟搏、徐卓

一、朱胜龙等人，他们协力推动中国

短跨再攀高峰。正如刘俊茜所言：

“未来的事，就交给时间来验证。”期

待中国田径以此次南京世锦赛作为

新起点，在随后的室外赛季制造更

多的惊喜，取得更大的进步。

本报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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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天的2025世界田联
室内锦标赛昨晚在南京落下帷
幕，派出35人征战22个项目的
中国军团在有“南京魔方”之称
的南京市体育训练中心室内田
径馆收获颇丰。昨晚最后一个
比赛日，女子60米栏选手吴艳
妮和郑驰宇、张起宁、许鑫龙、鞠
天淇组成的男子4×400米接力
队先后刷新全国纪录。本届世
锦赛，中国运动员在揽下1银1
铜外，多人晋级单项决赛，尤其
是径赛项目上，书写多项历史。

体坛话题

■ 中国男子 4×400 米

接力队在决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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