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 两位
争球球员腾空而起， 充分热身的
队员们开始了激烈的拼抢……
近 日 ， 由 三 夫 公 司 工 会 组 织
的员工篮球赛在北京七中篮球
场拉开序幕。 本次比赛共有16人
参加， 分四组进行， 赛制采用4∶
4半场赛， 三局二胜。 最终， 由
来自该公司马甸联队的选手获得
了冠军。

记者在现场看到 ， 队员们
个个雄姿英发 ， 在场上你拼我
抢， 潇洒的投球动作， 吸足了观
众的眼球 。 拉拉队的姑娘 们 在
场 边 摇 旗 呐 喊 ， 加 油 助 威 ！
比 赛 进 行 的 如 火 如 荼 ， 双 方
队 员 情 绪 高 涨 ， 他 们 以 闪 电

般的速度 ， 准确的抢断 ， 犀利
的突破， 花式的动作一次又一次
地引爆了现场的气氛， 全场的欢
呼声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的角逐， 马甸联队
荣获全场总冠军， 就此， 该公司
2014年度的篮球赛也完美结束。
三夫公司工会主席刘丽华介绍，
公司举办的篮球运动不仅能丰富
同事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创造展
现自我的机会， 更能增进同事间
的友谊及团队凝聚力， 今年三夫
工会陆续举办了台球、 足球和篮
球比赛， 各项多彩的活动不仅丰
富了同事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凝
聚力与团结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

■段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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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工工体体情情结结

“我的工体情结” 征稿启事
北京工体在京城可谓老少皆

知， 这里更是承载中国体育事业
的一块圣地。 近年来， 北京工体
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上可谓不遗
余力， 不仅在健身免费月系列活
动日中， 把羽毛球场地免费对职
工开放， 而且还推出职工篮球、

乒乓球、 五人制足球、 游泳场馆
开放日、 五一假日健身广场等多
项免费、 优惠活动。 工体外场的
千米健身步道更是对社会群众实
行免费开放。

请把您在工体参与健身的故
事、 或者对于工体的个人情结讲

述出来， 我们将择优发表。
投稿要求 ： 字数 800字内 ，

配个人照片， 来稿请发至电子邮
箱fukanzhenggao@126.com。

主题请标注“我的工体情结
征稿” 字样。

□本报记者 段西元

8月31日 ， 工人体育场55岁
生日， 国安大战毅腾， 一场精彩
的雨战为工体 “庆生”。 记者3岁
半就被爸爸抱着进工体看球， 当
时的工体还没有正经的坐席， 比
赛的双方是北京体院和瑞士的一
支球队 。 30年 ， 工体就像我的
家， 有些记忆永远无法从脑海中
被删去。

雨战
虽然过去一周的时间了， 但

北京球迷还在津津乐道8月31日
那场雨战。 工人体育场 “表现”
出了一座亚洲顶级球场的素质，
强大的排水系统让草皮清爽平
整， 球员们在比赛中没有受到任
何影响。 国安主帅曼萨诺赛后对
工体的草皮赞不绝口。

提起雨战， 北京球迷更难忘
的还是 2012年 “7·21” 那场大
雨。 比赛之前， 甚至有球赛要因
为暴雨取消的传闻。 好在工体高
质量的球场， 保证了比赛如期进
行。 苦的是， 国安输掉了同绿城
的比赛， 不少球迷因为交通系统
的瘫痪， 只能趟着水步行回家。
那场球对北京球迷来说刻骨铭
心， 球队和球迷之间的感情也进
一步得到巩固。

在记者漫长的看球记忆中不
乏雨战。 除了国安这两次雨战，
最早在工体看雨战还是在很小的
时候 （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刚
上小学）。 比赛的双方只记得有
一方是北京部队， 另一方想不起
来了。 比赛到下半场， “倾缸大
雨” 从天而降， 这雨让球场的能
见度几乎降到难以容忍的程度，
皮球根本无法正常运行。 比赛结
束后， 爸爸飞快地蹬着自行车，
感觉随时可能腾空而起， 我坐在
车的大梁上， 被爸爸的雨衣遮盖
保护着。 那是我看的第一场在恶

劣天气下进行的足球比赛， 曾经
跟一位老北京部队的球员聊过那
场比赛， 可惜的是， 他也跟我一
样， 只记得大雨， 不记得是跟谁
比赛了。

24号高洪波
老北京队的根据地在先农

坛 ， 而且过去联赛更多是赛会
制， 比赛常常在一些中小城市进
行， 在 “体工大队” 时代， 他们
到工人体育场比赛的次数并不是
太多。 记者对北京队开始有比较
深的印象， 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
期。 彼时， 中国足协对联赛赛制
进行了改革 ， 甲A的8支球队采
用主客场赛制， 当时又称这个比
赛为 “八强赛”， 北京队把主场
放到了工人体育场。

对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支北
京队， 很多老球迷都是 “如数家
珍”。 此前， 北京队经历了相当
长的一段低谷， 在唐鹏举教练上
任后， 提拔了高峰、 曹限东、 郭
维维等一大批年轻球员， 北京队
元气得以恢复。 当然最让我印象
深刻的还是高洪波， 因为他场场
进球。 那时候我刚上初中， 每到
周末， 都要跟着吴京红女士创办
的 “北京球迷协会” 到工体看比
赛 。 每当高洪波绝杀对手的时
候， 工人体育场都欢声雷动， 跟
今天国安的场面没什么区别。 至
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高洪波身穿
的是24号球衣。 有一次高洪波打
进辽宁队一个球， 他兴奋地越过广
告牌疯狂庆祝。 高洪波是个沉稳的
球员， 而在那个比现在矜持得多
的年代， 他的那种激情恐怕在其
职业生涯中也就这么一次吧。

有一年， 球迷协会评选了年
度最佳球员， 球迷捐款给了高洪
波300多块钱奖金。 高洪波十分
厚道地把钱退了回去， 还加了点

儿， 凑了个整儿。

国家队
2013年， 欧洲劲旅荷兰队来

华访问， 他们在工体同中国国家
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那是一场
很平常的比赛， 不过在此之前，
国家队已经有将近10年时间没有
在工体比赛了。

看国家队比赛， 总让记者有
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 最早在工
体看中国队比赛， 是上世纪80年
代初， 曾雪麟的国家队同英格兰
沃特福德的比赛。 英国足球高举
高打、 快速凶猛的球风让人至今
难忘， 当时沃特福德锋线有位黑
人球员， 身体强壮、 速度极快，
当他拿球时， 中国队根本没人能
追上他 ， 每次他杀入禁区的时
候， 就像一头公牛闯进了商店。
后来才知道， 这位大哥就是英格
兰著名国脚巴恩斯。 在工体看国
家队比赛 ， 苦涩的记忆多于甜
蜜。 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
是1990年亚运会淘汰赛对泰国，
中国队输了个0 ∶1； 还有一次就
是2004年亚洲杯的决赛， 中国队
0∶2负于日本， 痛失冠军。

随着职业足球的兴起， 国家
队只能在 “夹缝” 中生存了， 国
家队更像宣传队和播种机， 到一
些二线甚至三线城市 比 赛 ， 因
为 那 里 缺 少 高 水 平 足 球 赛 事
的 滋 润 。 国 家 队 也 远 离 了工
体， 远离了北京。 不过， 中国队
还是应该多在北京比赛， 因为这
里是首都， 这里的气场和球市足
以让国家队体会到温暖。 希望国
家队能多来工体， 这里有最好的
球迷， 让我们一起高唱国歌， 为
国家队助威， 那样的场面不能再
美！

图为记者近日和北京足球教
父级人物金志扬一起观看比赛。

工体， 那些永存于灵魂的记忆

周二， 前足球裁判陆俊刑满
出狱 ， 他将开始新的生活 。 不
过， 关于中国裁判的思考却远未
结束。

陆俊犯了严重的错误， 也断
送了他的职业生涯， 这是他的法
律观念淡漠造成的， 在中国足球
早被熏黑的环境里， “金哨” 也
无法幸免 。 但是 ， 谁也不能否
认， 就业务水平而言， 至今依然
没有能够赶上陆俊的裁判， 这恰
是中国裁判的悲哀。 陆俊是唯一
执法过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中国主
裁判 ， 而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
绩， 与其扎实的基本功分不开。
多年前， 记者曾采访过一位培养
过陆俊的老裁判 ， 这位老先生
说 ： “陆俊最大的优点就是刻
苦， 刚当裁判那会儿， 在天坛体
育场跑 ‘对角线 ’， 非常枯燥 ，
可陆俊一练就是一下午。”

在反赌扫黑风暴过后， 没有
人质疑新一代裁判有 “假赌黑”
方面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业务水
平遭到了极大的诟病。 这几年的
中超 、 中甲联赛 ， 争议判罚不
断， 一些 “昏哨” 实在让人哭笑
不得。 每每到赛季关键时刻， 足
协不得不聘请一些外籍裁判来执
法， 平息各个俱乐部以及球迷的
争议。 但老请外国裁判也不是个

事儿， 看看五大联赛， 哪家成天
让 “外国人” 吹哨？

今年开始， 足协给足了年轻
裁判锻炼的机会， 这也是不得已
而为之。 但是裁判们自己也要争
气， 感觉新一代裁判在对业务的
精雕细刻上远不如老裁判。 现在
的裁判体能状况不行、 判断力不
行、 决断力更不行， 有几个裁判
事后还仔细总结自己吹过的比
赛？ 裁判们， 长点儿心吧！

陆俊之后
谁执金哨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三夫工会员工篮球赛比拼意志

■职工体育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