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3838110

2023年10月9日 星期一

A12
编辑/王惠 校对/周岭云
电话：0553-3827246

体育

新华社杭州10月8日电 跳水馆
再现“十全十美”，延续包揽亚运金牌的
传统；射击场上席卷16金，刷新3项世
界纪录；游泳馆内“集团冲锋”，尽显竞
技水平高度和人才储备厚度……

杭州亚运会上，尽锐出征的中国体育
代表团获得201金111银71铜共383枚
奖牌，取得亚运会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连
续第11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的同
时，中国队还3次打破世界纪录、18次打
破亚洲纪录、74次打破亚运会纪录。

回眸从秋分到寒露这短短16天赛
事，在亚洲一家独大的中国队，取得“结
构性”进步的同时，也有部分金牌成色
不足、三大球整体低迷的隐忧。亚洲体
坛格局同样在发生变化，中日韩三强之
外，印度正在崛起。

游泳、射击变身“稳定盘”

如果要选出中国代表团在杭州亚
运会上最抢眼的项目，游泳与射击可能
难分伯仲。

金牌榜上，夺得至少3金的中国游
泳队员多达8人，而中国游泳队也斩获
28金21银9铜的亚运最佳战绩，本届
赛会最具价值运动员被游泳队的张雨
霏和覃海洋分享，中国游泳队已有独步
亚洲的实力；中国射击队则在15个射
击奥运项目上拿到10金5银2铜，打破
3项世界纪录，更令人惊喜的是飞碟项
目打出历史最好成绩，还刷新女子多向
飞碟团体世界纪录。

基础大项游泳稳步提升，偶然性强
的射击持续稳定“输出”，中国军团优势
项目“结构”或将有所改变。在巴黎，

18岁的盛李豪和17岁的黄雨婷将在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为中国队冲
击首金；中国游泳队若能持续保持上升
势头，甚至有冲击奥运参赛历史最佳战
绩的可能。

优势军团保住“基本盘”

中国跳水队又一次毫无悬念地包
揽亚运会全部金牌，中国乒乓球队夺得
7金中的6金。作为中国队在国际大赛
最稳定的夺金点，这两大“基本盘”未来
在奥运赛场也将继续追求“包揽”。

羽毛球、体操、举重也是中国队传
统优势项目，都有过在奥运赛场极为辉
煌的历史。杭州亚运会上，张博恒成为
新规则下第一个在男子体操个人全能
项目上突破89分的选手，李诗沣与石

宇奇淘汰一众顶尖高手、成功会师羽毛
球男单决赛，都是在金牌之外的最大收
获。这意味着站在奥运赛场上，他们同
样竞争力十足。

举重项目在杭州遭遇朝鲜女队的强
力冲击，给备战巴黎奥运会敲响了警钟。

部分金牌成色还需“验一验”

对中国队来说，相比金牌数量，更重
要的是金牌成色。亚运会向来被看作奥
运会前的“中考”，本届亚运会距离巴黎奥
运会仅有不到一年时间，成色尤为重要。

中国田径队此次成绩不错，但19枚
金牌的夺金成绩拿到世界大赛上，真正
具备奥运冲金实力的并不太多。类似的
情况还出现在网球、马术等项目上。而
击剑、跆拳道、拳击等出现“止跌回升”势

头的潜优势项目，目前看也还需要进一
步提升，才能增强在国际赛场的竞争力。

全主力出战的男篮、女足均不敌对手
的“二队”无缘决赛，令中国女篮和女排的
胜利也蒙上了阴影。即使在亚洲层面，目
前三大球除女篮、女排外，皆难言顶级水
平。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排除巴黎奥运会
上出现仅有女篮、女排参赛的一幕。

亚洲体育版图出现“挑战者”

从杭州亚运会来看，中国遥遥领
先、日韩争夺次席的整体局面未变。奖
牌榜上日本与韩国竞争激烈，仍享受

“奥运红利”的日本队在金牌数上领先
10枚，但两家奖牌数相差无几。倒是印
度队在诸多项目上取得突破，夺得28金
的同时，还成为除中日韩外唯一奖牌数
达到三位数的代表团，不仅未来在亚运
会有冲击韩日的可能，在巴黎也将与中
国队在射击等项目上直接“对话”。

亚运会是检验整个亚洲竞技水平
的舞台，本届亚运会有13项世界纪录
在射击场和举重台上被改写，跳水、乒
乓球、羽毛球、霹雳舞、攀岩等项目的比
赛也都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较量。而亚
运会纪录被刷新多达170次，足见亚洲
整体竞技水平在持续提升。

越来越“亚洲”的亚运会，设置卡巴
迪、武术、藤球等9个具有鲜明地区特
色的非奥项目，也增加了更多代表团站
上领奖台的可能。本届亚运会亚奥理
事会45个成员全部报名，最终有41个
代表团的选手登上领奖台，这是亚运会
历史上第一次有超过40个代表团获得
奖牌。 记者王恒志夏亮岳冉冉

新华社杭州10月8日电 杭州亚
运会的熊熊圣火8日熄灭，但过去这些
天发生在西子湖畔的点点滴滴依旧历
历在目，那些“前所未有”的时刻与瞬间
将永远镌刻在亚运历史上，也将被长久
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前所未有”之挑战极限

夺金牌易，突破自己难。这句话用
来形容的是获得杭州亚运会体操男子
个人全能金牌的中国选手张博恒，他以
89.299分的成绩夺冠。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缪仲一说：“在
当前的体操新规则下，（此前）还没有一
个男子全能选手突破过89分。”

尽管射击历来是中国队的强项，但
飞碟算个例外。杭州亚运会上，武翠
翠、张鑫秋和李清念在女子多向飞碟团
体赛中以357中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
夺冠，创造历史的背后是“敢字当头”的
信念。

杭州亚运会累计15次打破世界纪
录、37次打破亚洲纪录，在亚运会舞台
上，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奥林匹克荣光是每一位运动员拼搏
奋斗的目标。

“前所未有”之见证“中国速度”

9月30日晚，钱塘江畔的“大莲花”
内欢呼如潮，掌声雷动。随着葛曼棋、谢
震业先后赢得杭州亚运会女子和男子
100米“飞人大战”的金牌，中国田径在
国庆节前夜创造历史。这是中国选手首
次在亚运会上包揽男、女100米金牌，也
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由同一个代表团的
选手包揽男、女“飞人大战”冠军。

如果要给这份“前所未有”再增添
些光彩，那就是10月3日的另外两枚
金牌。谢震业、葛曼棋带领中国男、女
4X100米接力队双双收获金牌，“中国
速度”在杭州屹立亚洲之巅！

“前所未有”之新项目拥抱新人类

持续的鼓点、炫目的灯光、个性的
表达……从场馆布置到观赛氛围再到
比赛本身，首次亮相亚运会的霹雳舞项
目洋溢着自由与青春的“火热”气息。

2020年，国际奥委会同意增设霹
雳舞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
同年，亚奥理事会宣布其成为亚运会正
式比赛项目，本届亚运会是霹雳舞首次
在综合性国际大赛上亮相。

霹雳舞比赛现场，音乐是保密的，
选手们要在听到音乐的瞬间，随机选择
适合的舞蹈动作进行表达，同时还要观
察对手的风格和难度，做出针对性回
应。如此强调临场反应能力和创新性
表达的项目，呼应的不正是那些“05
后”甚至“10后”的新新人类吗？

“前所未有”之“数字人”点火

9月 23日，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
点火方式前所未有。由上亿网民进行
线上“数字火炬”接力形成的“数字人”，
和场内的火炬手一起“数实融合”，共同
点燃了杭州亚运会主火炬。通过区块
链技术，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字火炬手”
点火的瞬间被永久保留。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古代诗人的梦想，在亚运
会点火中有了独特的呈现。

“前所未有”之市场开发

一方面刷屏，另一方面抢不到，这
就是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江南忆”相关
产品的现状。作为亚运市场开发中最
热门的板块，特许商品一经推出便备受
关注。吉祥物“江南忆”作为最热门特
许商品，占到了整体销量的70%，手

办、徽章、冰箱贴等都是热门产品，供不
应求。

除此之外，非遗特许商品、AI定制
丝绸、亚运主题彩绘航班、车道级精准
定位的车队服务……本届亚运会共征
集118个类别的176家企业，赞助金额
共计44.178亿元，占到市场开发总收
入的83.1%，赞助收入和赞助商规模都
为历届亚运会最高。

“前所未有”之智能办赛

首创“数字火炬”、境外“电子钱包”
首次在境内“无缝对接”、创建“1+6”一
体化数字办赛服务平台、首条 5G-
Advanced万兆网络走进现实……呼
应智能办赛理念，杭州亚运会成为中国
尖端数字技术发展的展示窗口。

机器人全面应用在巡逻、迎宾、医
疗、配送、清洁等方面，不断拓展应用领
域；“区块链”技术在用于亚运门票、特
许商品、数字藏品之外，深入日常支付、
生活出行、版权保护等领域，带来高效、
共享、安全、可信的科技体验；构建VR
场馆虚拟现实体验，通过亚运场景实践
落地，推动“元宇宙”产业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王春燕姚友明

亚洲体育格局的变与不变亚洲体育格局的变与不变
——杭州亚运会赛事回眸

这些“前所未有”值得一枚金牌

——盘点杭州亚运会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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