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9月19日， 2015年北京国际
马球公开赛在延庆县举行决赛。
来自阿根廷、 新西兰、 新加坡和
中国的4队选手经过激烈厮杀 ，
最终中国队以6： 1力克阿根廷
队， 首次夺得 “冠军杯”。

本报记者 于彧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２０１５
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全程赛２０日
举行 ， 来自２３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６００余名选手在总长５１.５公里的
赛道上进行激烈角逐。 美国选手
埃里克和戈斯分别夺得男子组和
女子组冠军。

作为世界知名的 “逃 离 恶
魔 岛 ” 国 际 铁 人 三 项 赛 的 分

站 赛 之 一 ， 这 项 比 赛 连 续 第
四 年 在 北 京 丰 台 举 办 。 参 赛
选 手 中 年 龄 最 大 的 ６９岁 ， 最
小的年仅１６岁 。

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包括
游 泳 、 自 行 车 、 跑 步 三 项 ，
比 赛 起 、 终 点 均 设 在 园 博 园
内 。 为争夺 参加 ２０１６年 ６月在
美 国 旧 金 山 举 办 的 “ 逃 离 恶

魔 岛 ” 铁人三项赛总决赛的５０
个名额， 职业选手们拼尽全力。
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来自美国的
埃里克以１小时５４分４２秒的成绩
第一个冲过终点， 获得男子职业
组冠军。 他的同胞戈斯以２小时９
分１４秒夺得女子职业组冠军。 中
国选手佘如壮和仲梦颖分列职业
男、 女组第七名。

■职工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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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余职工选手挥拍上阵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 昨

天， 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体
育局主办， 北京市职工体育协会
等单位承办的第六届 “佛雷斯
杯” 北京市职工羽毛球赛在奥体
中心体育馆开赛。

职工羽毛球比赛是市总工会
举办业余体育赛事的一张 “名
片”， 作为传统赛事， 今年的比
赛延续了前5届很多好的赛制 ，
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东西———比
如本次大赛前先期举办了三场分
区赛 。 本届赛事的规模也比较

大， 来自全市各区、 县、 局总工
会和部分企业共37个代表队的五
百余名职工羽毛球爱好者报名参
赛。 比赛共设立混合团体赛、 男
子双打、 女子双打和精英赛四个
项目， 其中精英赛设立领导干部
组和精英组两个小项， 各项目决
赛均取前八名。 另外， 本次比赛
还将设立优秀领队奖、 优秀组织
奖若干。

昨天比赛之前， 赛事举办方
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开幕式， 开
幕式突出北京特色， 抖空竹、 打

花棍等北京传统体育项目在开幕
式中都有展示， 开幕式契合了本
届赛事 “北京” 和 “民间” 这两
个关键词。 参赛球队球员较多，
奥体中心体育馆内共分为十几块
场地同时进行比赛。 虽然比赛比
较多， 但这次赛事做足了充分的
准备， 记者看到现场有30多名裁
判员和众多的工作人员负责组织
比赛， 每块场地的比赛都有序进
行。 本届比赛的各项决赛将于9
月23日举行。

“博大杯” 2015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篮球联赛上周五晚在
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拉开战幕。 本次联赛借鉴NBA联赛的方
式进行组织，共有28个单位报名参赛，比赛分东、西两个赛区打联赛，各
赛区的冠军队伍将进行最终决战。 开幕式上著名篮球运动员张劲松获
聘开发区总工会职工体育活动推广大使。 本报记者 博雅 摄影报道

市职工羽毛球赛开赛

19日晚， 中甲联赛第26轮北
控燕京主场4： 1战胜同城对手北
理工。 此役之后北理工保级之路
更加艰难。

学生军中甲之路接近完
结？

尽管是 “老中甲” 了， 但因
为 “学生军” 的身份， 总让人感
觉北理工这支球队是一支新军和
年轻球队。 查询这支球队的历史
会发现 ， 北理工足球队在浮躁
的、 很多俱乐部经常换东家的中
国足坛 ， 算得上一支 “老牌球
队” 了。 北理工校队成立于2000
年， 2006年就打进了中甲联赛，
如果今年能够保级， 明年恰是北
理工征战中甲整10年。

回顾北理工这将近10年的中
甲之路， 几乎年年在保级， 但每
每像 “不倒翁” 一样留在中甲。
由于球队自身体制的原因， 北理
工不能像其他职业队那样大肆引
进内外援， 升入中甲初期， 北理
工甚至连外援都必须有学生身
份。 尽管年年都只能算是中甲中
下游球队， 但北理工队无疑是职
业联赛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球
队的主场就是学校的操场， 记者
多次去过北理工的主场， 场地不
大， 几乎每场比赛都会 “爆满”，
连球场外都聚集了很多同学， 扒
着球场护网看球。 坐在校园操场
的看台上 ， 记者也时常被当做
“老师” 或 “同学”。 北理工的主
场被很多中甲球队称作 “魔鬼主
场”， 一方面这里球迷热烈氛围
独特， 另一方面学校操场有时候
场地条件并不那么好。

2013年初， 北理工足球队正
式改制为职业俱乐部， 球队在内
外援市场上也比以往活跃了很
多 。 像球队目前当家射手马奎
斯， 他的水平在中甲绝对够用。
但是， 今年球队却遇到了极大的
困难。 尽管转制为职业球队， 但
很多依然在编的学生球员还要承
担其他任务， 比如全国大学生联
赛和世界大运会的比赛。 特别是
大运会的比赛消耗了北理工的能
量， 多线作战让这支家底并不厚

实的球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大
运会没有打好， 而联赛也是每况
愈下。

体教结合不一定非得打
职业比赛

中甲北京德比， 数十名北理
工忠实球迷在奥体的客队看台一
直在为球队呐喊助威， 他们甚至
还打出一面乌拉圭国旗， 激励球
队头号球星马奎斯。 最后时刻打
进点球， 马奎斯特意向客队看台
的北理工球迷挥手致意。

北理工的保级之路还在继
续， 但任何问题都得 “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如果北理工今年不
幸降级， 这支球队的前途如何就
将摆在桌面上。 是继续参加中乙
这样的职业联赛， 还是彻底回归
校园成为真正的 “校队”？ 初登
中甲赛场的北理工， 一直是体教
结合的优秀代表。 当年北理工足
球队 “纯度很高”， 队员都是在
校学生。 有人曾指责球队的大部
分球员都有专业经历， 但不可否
认的是这些球员都通过了高考以
及学校考试， “身份” 问题无可
争议。 球队改制后， 增加了不少
内外援。 一旦球队不再走职业化
道路， 这些引进的球员如何安置
就会成为问题， 而且即便继续参
加职业联赛， 但像中乙这样的联
赛是不允许使用外援的。 当然，
马奎斯这样的高效射手在中甲甚
至中超找到饭碗并不困难。

不管北理工能否保级， 他们
这10年的中甲之路都算是学校体
育的一种探索。 深层次的总结，
放到赛季结束后更为合适。 而中
国体育体教结合的道路还很漫
长， 虽说不上前程似锦， 但至少
体教结合的未来比较光明。 打职
业联赛， 不是 “校队” 唯一的出
路， 中国的大学、 中学、 小学，
还有更多的渠道为中国体育培养
金牌级别的人才。

■京华体坛

北理工
就这样沉没？

开发区有了自己的“NBA”

■■段段言言堂堂

北京国安主场力克江苏舜
天， 在争夺亚冠门票的竞争中依
然紧紧咬住山东鲁能。 为国安打
进制胜一球的， 是深受北京球迷
喜爱的 “青训之子” 张稀哲， 这
也是稀哲回归国安之后首次建
功。

为何京城球迷对稀哲偏爱有
加？ 最主要的原因是张稀哲出自
北京国安青训。 看看国内的几支
主 要 强 队 ， 能 够 依 靠 本 俱 乐
部 青 训球员为主的 ， 也就是山
东鲁能。 无论是恒大还是国安，
主力阵容中 ， 大部分球员都是
“买” 来的。 其实， 不仅仅是中
超如此， 世界足坛的强队， 也很
难靠本队青训做主打， 像巴塞罗

那就算是 “极个别” 做的不错的
了。 上周欧冠打进世界波的弗洛
伦齐， 极受罗马球迷爱戴， 原因
就是他 “根红苗正”， 从上幼儿
园时就在罗马 “青训学院 ” 踢
球。

毫无疑问， 张稀哲的德甲之
行是非常失败的， 在沃尔夫斯堡
他没有得到任何出场机会， 连杯
赛都没有。 甚至赛季中， 沃尔夫
斯 堡 还 让 张 稀 哲 回 到 上 海 ，
参 加 一个商业活动 。 在德国人
眼中 ， 张稀哲只是一个 “摇钱
树 ”， 并不能带来技战术意义 。
张稀哲自己出国的准备也不是特
别充分， 他没有学会德语， 没有
适应那里的生活和足球。 这次德

国之旅 ， 张稀哲走过了一段弯
路。

但弯路有时也是财富， 去了
德国， 张稀哲知道了自己的水平
几斤几两， 知道了中超才是他的
舞台。 回到国安的稀哲， 明显感
觉更加成熟淡定， 球风也比以往
硬朗 。 有人说张稀哲荒废了半
年， 其实他在这半年学到了很多
东 西 ， 能 够 跟 狼 堡 阵 中 这 些
来 自 世界各地的大牌中前场明
星同场训练也是难得的， 与德布
劳内、 卡利久里、 多斯特、 许尔
勒在一起训练， 只要用心就能提
高。 足球就像生活， 有时看似失
去了一些东西， 但本质上得到的
更多。

弯路也是一种财富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业余高手

铁人三项赛最小参赛者16岁

中国队首夺
马球赛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