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剧《新龙须沟》首演

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山西
国投俱乐部获悉， 自2022-2023
赛季起， 原北京首钢球员常林将
代表山西参加中国男篮职业联
赛。

常林出生于1988年 ， 身高2
米05， 司职大前锋， 2011年10月
加盟北京队， 在2011-2012赛季
全明星扣篮大赛上， 他以出色的
弹跳以及高难度的扣篮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 2014年后， 常林效力
于江苏男篮， 2017年8月重回北
京队。

山西男篮在公告中称， 常林
的加盟补充了球队的内线力量，
希望可以利用他的经验帮助球队
和年轻球员更好成长。

此外， 本赛季山西男篮从青
年梯队上调王哲 、 秦子龙至一
队。

中超夏窗：上港、大连人激活转会市场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记者
近日获悉， 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 （以下简称经开区） 总工会及
社会事业局联合主办的 “博大
杯” 职工第十二届足球联赛在经
开区体育中心开赛。 比赛将持续
至9月20日， 期间， 20支代表队
将通过52场比赛， 集中展现经开
区职工竞技体育的激情活力， 营
造良好企业文化氛围， 丰富职工
业余生活 ， 增强职工集体荣誉
感。

抢断、 攻门、 扑救、 配合、
过人、 射门……场上队员脚法精
湛、 配合默契， 场下队员及拉拉
队加油呐喊鼓劲， 比赛现场气氛
不断被推向高潮。

据悉， 经开区 “博大杯” 系

列职工体育活动如今已迎来第10
个年头， 有着广泛的参与人群和
良好的职工基础， 已经成长为经
开区职工品牌赛事之一。 今年的
“博大杯” 经开区职工足球联赛
是十一人制比赛， 比赛采取整场
70分钟场制， 第一阶段采用小组
循环赛， 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
赛。 共吸引康龙化成、 诺兰特、
施耐德等20家经开区内企业的20
支代表队、 400余名企业职工报
名参赛。

“非常感谢经开区给我们提
供的这个比赛平台。” 来自北京
亦庄国际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的参赛运动员董承哲说。 据悉，
之前他已经连续五次参赛， 今年
作为球队领队的他热情依然不

减。 “比赛丰富了我们的体育生
活， 让我们在工作之余可以尽情
享受运动和竞技的快乐， 也希望
我们队伍可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博大杯” 职工足球联赛是
颇受职工喜爱的品牌赛事， 也是
2022年经开区 “全民健身日” 系
列活动的一部分。 赛事推进了经
开区体育活动阵地建设， 也为职
工搭建了展示足球专业技能水平
的平台。 下一步， 经开区总工会
将联合有关部门继续开展职工喜
闻乐见、 形式多样的活动， 为职
工提供交流技艺、 施展才能的平
台 ， 打造自信 、 拼搏的职工队
伍， 为亦庄新城建设凝聚力量。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一条
水沟 ， 一台话剧 ， 二十年变迁
“金鱼情”， 二十载征程为民路。
暌违数载， 8月31日， 话剧 《新
龙须沟》 在天坛街道市民活动中
心南门剧场正式首演。

《新龙须沟》讲述了龙须沟从
6000多米长的臭水沟演变为金桂
飘香的花园小区的变迁历史 ，结
合街道“三老”改造重点工作开展

情况， 以戏中戏的形式讲述了老
龙须沟人对传统剧目的传承演绎
与创新改革的矛盾与思考， 彰显
新时代居民在党的领导下， 走向
新生活、迎接新气象的生活图景。

与传统话剧不同的是， 《新
龙须沟》 演员主要是来自天坛街
道金鱼池社区的居民， 真正可以
称得上是 “自己演自己”。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本报记者 段西元

副刊0８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yw@126.com│本版编辑于彧│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２０22年 9月 2日·星期五【文体】

与冬窗转会的萧瑟相比， 中
超夏窗反而异常活跃， 特别是大
连人和上海海港这两家俱乐部：
大连人频频出手， 而上港则是完
成了夏窗最为重磅的两个引援巴
尔加斯和武磊。 下面就让我们看
看中超各队夏窗的动作。

武汉三镇： 作为冬窗转会最
活跃的球队， 中超领头羊实际上
已经在冬天就完成了建队， 他们
的任务是磨合好现在的队伍。 这
个夏窗， 武汉三镇队只是引进了
一名年轻门将， 并把一些打不上
比赛的球员租借或卖掉。

山东泰山： 卫冕冠军夏窗动
作不是很大， 不过他们召回了此
前闯荡葡甲的郭田雨。 虽然郭田
雨现在状态一般， 不过一旦磨合
到位， 他还是会在中超这个级别
的比赛中起到关键作用。

河南嵩山龙门： 连续失去多
拉多和赵宏略， 让河南队必须尽
快补血， 球队引进了阿根廷高中
锋卡里略。 此君来头不小， 当年
和姆巴佩在摩纳哥搭档堪称 “黄
金组合”， 这也是位曾经身价两
千万欧元级别的球员， 不过这几
年他一直在走下坡路。 河南队还
从阿拉维斯引进了西班牙中场皮
纳， 这员老将有着丰富的经验。

上海申花： 受到转会禁令影
响 ， 申花队夏天无法 “进补 ”，
只是从预备队提拔了几名球员。

梅州客家： 冬窗转会轰轰烈
烈的梅州队，夏窗很安静，只是引

进了中国香港代表队的茹子楠。
上海海港： 上港冬窗没什么

大动作， 而此次夏窗用几个大手
笔告诉中超诸强谁才是 “有钱
人”。 武磊是夏窗中超转会市场
的标王， 上港队还从西班牙人带
来了武磊当年的好搭档、 阿根廷
前国脚巴尔加斯。 武磊和巴尔加
斯让上港此前略显平庸的锋线上
了一个档次。 上港队还引进了塞
拉利昂前锋卡隆。 不只是锋线加
强， 上港也补强了后卫线， 国家
队主力中卫蒋光太和有国字号经
验的李帅， 让上港队的防线也有
了明显提升。

成都蓉城： 成都队的几名外
援给人水土不服的感觉， 此次夏
窗成都队从日本J2联赛球队千叶
市原引进了巴西前锋萨尔达尼
亚。 这位相貌酷似菲尔米诺的巴
西人， 不知道能给球队带来些什
么。

浙江： 浙江队夏窗没有任何
进项， 还放走了老将荣昊。

北京国安： 在球员方面北京
国安没有任何进项， 不过北京队
调整了教练组， 荷兰人门佐成为
了球队新帅。

长春亚泰： 夏窗长春队最大
的手笔是签下了奥地利前国脚祖
伊， 这对球队中场的实力是个提
升。 另外长春队还引进了前国脚
贺惯 ， 期待他能稳固球队的防
线。

天津津门虎： 天津队是夏窗

动手比较早的球队， 前西班牙人
队长梅里达已经在球队效力多
时， 梅里达在比赛中也体现出了
自己的价值， 已经成为球队的核
心。

武汉长江 ： 之前的注册风
波， 让武汉长江无暇顾及转会市

场， 除了租借回归的两名年轻球
员， 他们没有任何进项。

深圳： 深圳队在冬窗就完成
了建队任务， 球队在夏窗没有任
何动作。

大连人： 转会禁令解除后，
大连人队立刻在内外援市场 “足

吃足喝”。 外援方面， 大连人引
进了保加利亚国脚中场特索涅夫
和中非国脚前锋曼佐基， 另外还
引进了塞尔维亚中场博桑季奇、
德国前锋曼巴。 本赛季中超联赛
第一阶段大连人队全华班的窘
境， 随着几名外援的到来得以缓
解。 内援方面， 中国香港队主力
中卫劳列斯的到来提升了大连人
防线的实力， 门将吴龑、 后卫刘
乐也都是很实用的球员， 小将桂
子涵此前在中甲也打过很多比
赛。

沧州雄狮： 本赛季中超联赛
球队很喜欢从哈萨克斯坦联赛引
援， 沧州雄狮夏窗的两名外援一
个是哈萨克斯坦中场朱可夫、 一
个是此前效力于哈萨克斯坦海拉
提的几内亚前锋坎特。 本赛季中
超联赛已有5名外援来自哈萨克
斯坦联赛， 从小联赛引援成为了
一种趋势。

广州 ： 郑智回到广州队帅
位， 给球队吃了一颗 “定心丸”。
球队也为郑智叫来了蒿俊闵和荣
昊两位 “老伙计”， 这两位经验
丰富的前国脚， 将帮助郑智一起
完成球队保级的任务。

广州城： 囊中羞涩的广州城
在转会市场上动作不大， 相比引
进的内援， 吉列尔梅这样的外援
归队才是最重要的。

河北： 河北队没有资金和能
力去转会市场 “淘金”， 只能是
从梯队提拔几名年轻球员。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第十二届足球联赛开赛

常林加盟山西男篮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 在2022国际冬季运动 （北
京） 博览会上， 中关村延庆园签
约仪式举办。 中亿康健、 海友健
康、 零下二度、 雪鸮科技等7家
高端体育产业企业正式签约， 涵
盖了品牌赛事运营、 高端装备器
材研发、 智慧场馆运维、 科学训
练、 运动康复等细分领域。

签约企业中， 不乏研发尖端
冰雪体育装备的创新型企业， 也
有致力于将人工智能、 云技术等
应用于智能化体育场馆运营的高
成长性企业。 延庆区科委党组书
记、 主任， 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付强表示， 这些项目
将进一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 提
升体育产业层次。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
残奥会举办地之一， 延庆区充分
发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聚
集效应、 规模效应、 区域辐射效
应， 加速构建全球领先的前沿技
术培育体系， 促进延庆体育科技
产业全面创新发展 。 今年1月 ，
中关村 （延庆） 体育科技前沿技
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是北
京市唯一以体育科技为主题的体
育科技园区， 通过招商引资、 联
合专家智库、 承办国际重大赛事

等， 吸引了一批产业基础好、 技
术与模式领先的高成长科技企业
落户延庆， 形成了以服务型企业
为支撑的特色产业集群体系。 目
前已引进80余家企业落户园区。

后冬奥时代， 延庆区将重点
聚集一批符合延庆区生态和发展
规划的体育创新型企业， 打造以
体育科技为特色的体育强区， 辐
射 “体育+赛事 、 体育+传媒 、
体育+旅游” 等一系列融合产业
链， 开启 “后冬奥时代” 冰雪体
育产业的多元布局， 打造 “国际
滑雪度假旅游胜地” 和最美冬奥
城。

冬博会延庆签约7个高端体育项目
开启“后冬奥时代”冰雪体育产业多元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