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副主席杜邦

新华社电 在即将于4个多月
后举办巴黎奥运会羽毛球赛的拉
夏贝尔体育馆， 中国羽毛球队以
3个冠军的成绩结束了今年法国
公开赛暨奥运测试赛的征程， 其
中陈清晨/贾一凡在女双决赛中
上演惊天大逆转夺冠， 石宇奇与
冯彦哲/黄东萍则分别夺得男单
和混双的冠军。

当天最跌宕起伏的比赛当属
“凡尘” 组合与日本选手松山奈
未/志田千阳的女双决赛 ， 首局
比赛 “凡尘” 以21∶12轻松取胜。
但从第二局开始， 由于中国队自
身失误增多， 松山奈未/志田千
阳逐渐占据主动以21 ∶19扳回一
局， 并在第三局取得较大领先。

“我第二局确实犯了很多错
误， 我自己也知道， 第三局开始
也没有很顺利 ， 到了最后的时
候， 我都是在救赎自己。” 贾一

凡在赛后采访时激动地流下了眼
泪。

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三局
最后阶段 ， 日本组合以20 ∶15领
先， 手握5个赛点， 但是顽强的
“凡尘” 组合连拿6分重新掌握比
赛主动 ， 并最终以24 ∶22拿下了
这一局。

“当时我们其实没有想着就
差一分就要输了， 而是一直在互
相告诉队友， 我们还差7分就赢
了。” 贾一凡说。

相比于女双的惊险夺冠， 混
双赛场冯彦哲与黄东萍则赢得相
对轻松， 面对去年世锦赛冠军、
韩国组合徐承宰/蔡侑玎， “凤
凰 ” 组合以两个21 ∶16战胜对手
拿到冠军。

本赛季以来状态火热的石宇
奇在随后进行的男单决赛中为中
国队再添一冠， 面对泰国名将昆

拉武特， 石宇奇顶住了对手在第
二局最后阶段的反扑， 在浪费了
8个赛点后， 最终以22∶20、 21∶19
拿下比赛胜利。

本赛季参加的三站比赛中，
石宇奇取得了两冠一亚的好成
绩， 为奥运年开了好头。

女单冠军被现世界排名第一
的韩国名将安洗莹获得， 她在决
赛中以18∶21、21∶13、21∶10逆转战
胜日本选手山口茜。 男双冠军则
归属头号种子、 印度组合兰基雷
迪/谢提，他们在决赛中以21∶11、
21∶17轻取中国台北队组合李哲
辉/杨博轩。

接下来， 国羽主力队员将转
战英国伯明翰， 参加全英羽毛球
公开赛。

北控队重新“收获”王少杰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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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假期后的两轮CBA联
赛中， 北控队先后在客场输给了
广东队和新疆队， 迎来两连败。
虽然比赛失利， 但北控队在阵容
不整、 个别主力状态一般的情况
下， 都能将比赛咬到了最后， 让
人看到了未来冲入季后赛的希
望。

邹雨宸本赛季状态正值巅
峰， 但由于伤病问题， 不得不做
壁上观。 缺失头号中锋的北控队
在客场连续面对劲敌的情况下，
内线能不能 “撑起来”？ 赛前的
这个 “问号 ” 的确 “非常大 ”。
特别是对新疆队的比赛， 对手几
乎是联盟内线最强悍的球队， 新
疆队在每个位置上都比北控队球
员 “大一号、 壮一块”。

为了弥补邹雨宸缺阵的损
失， 北控队将雪藏已久的王少杰

招入大名单。 作为当年的 “状元
秀”， 本赛季王少杰遭遇了巨大
困难， 缺席了常规赛前两阶段的
比赛。 事实证明北控队的内线顶
到了最后， 而作为主力中锋出场
的王少杰不负众望， 打出了很高
的水平。

对新疆队的比赛， 王少杰拿
到了16分、 10篮板的两双数据，
这个数据可谓十分耀眼 。 比赛
中， 面对吴冠希、 李炎哲的轮番
冲击， 王少杰能够很好地护住北
控队的篮筐， 特别是在第一节北
控队命中率极其低下的那段时
间， 如果不是王少杰领衔的防线
“左扑右挡”， 当时的场面很可能
“一泻千里”。

在进攻端， 王少杰也有比较
稳定的输出， 经常能看到他从侧
向杀出直奔篮下。 而且王少杰的

中投有了一定的进步， 这让他的
“武器库”更加丰富。 在此前几个
赛季中， 王少杰经常被批评不够
强硬，至少从这两场比赛来看，王
少杰显得非常“强壮”。

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没有打
比赛的王少杰， 能有如此上佳的
表现， 这算是北控队收到的 “春
节礼物”。 王少杰的及时出现相
当于北控队在内线进行了强援补
充， 让球队在中锋位置上有了更
多的选择。

当然 ， 好状态不是从天而
降 ， 相信王少杰为此付出了很
多， 从他的体能状态和对抗能力
可以看出 ， 他一定训练非常刻
苦。 是金子迟早会发光， 相信这
位极具天赋的球员只要做好准
备， 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 “春
天”。

在获得全能世锦赛个人最好
名次第五名后， 中国速度滑冰名
将韩梅表示， 自己在中距离上实
现突破性进步， 经历了一个非常
美妙的赛季。

韩梅在德国因采尔举行的速
滑全能世锦赛中 ， 在 500米和
5000米上都刷新了个人最好成
绩， 在500米和1500米项目上夺
得第二名， 全能成绩也实现了个
人历史性突破， 位居第五。

“5000米我在高原赛道滑出
过7分08， 这次7分07虽然提高一
点， 但不是特别满意， 可以再好
一点。” 韩梅说， “单就这个项
目来说 ， 我没有争夺奖牌的奢
望。 这个项目需要付出太多， 而
我这个赛季没有针对5000米进行
特别多训练。”

5000米是女子全能最后一
项， 此前三项比完后， 韩梅总成
绩冲到第二名。

“全能比赛中 ， 3000米和
5000米追分能追很多。 我在国内
还有优势， 到国际赛场上， 在没
做充分训练和准备的项目， 冲击
不了领奖台。” 韩梅说。

在今年速滑单项世锦赛上，
韩梅夺得1000米和1500米两枚银
牌， 本赛季在中距离上成绩突飞

猛进。
“这个赛季训练重点是中距

离， 3000米和5000米练得不多。”
韩梅说， “拿到全能第五名的成
绩， 内心很平静。 我对自己能
力认知很清楚， 训练没有向长
距离倾斜。 世界上没有哪个
运动员所有项目都很强 ，
训练都有各自侧重点 。
我能做的是强化优
势， 其他不要丢失
太多。”

韩梅在总
结本赛季自己
表现时， 对中
距离项目的明
显进步感到欣慰。

“多么美妙的一个赛季啊！”
韩梅说 ， “以前我大概是第8、
第10的样子， 一直想和世界顶级
运动员竞争， 始终缺少突破， 想
不到这个赛季站上领奖台。 现在
的训练方式非常适合我， 训练模
式奏效， 未来还会坚持， 也会鼓
励现在中国速滑队很多年轻运动
员。”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国家队
和地方队给我的支持和保障， 让
我这个赛季有机会和像高木美帆
这样的世界顶级运动员一起训

练， 得到名师指点， 快速提高成
长 。 我是幸运的 ， 没有白白付
出， 没有辜负自己对速滑一如既
往的热爱和专注。” 韩梅说。

此次全能世锦赛上， 韩梅在
长距离上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在3000米和5000米项目上分列第
8和第6名， 但对未来提高成绩充
满信心。

“我希望未来在世界赛场上
取得拔尖成绩和更多突破， 带动
年轻运动员一起成长， 这需要耐
心。 明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冬奥
会， 我们的成绩值得期待。” 韩
梅说。 据新华社

在中国的近一周时间里，
法国人皮埃尔·杜邦每天都要
处理与国际奥委会往来的大
量工作邮件。 从30年前开始
组织滑雪登山比赛起， 这是
他第一次实质性地参与筹备
冬奥会。

对 于 杜 邦 所 供 职 的 组
织———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
（以下简称 “国际滑登联 ”）
来说， 情况同样如此 。 2026
年， 滑雪登山将作为新项目
亮相米兰冬奥会。 对于这项
商业化程度有限的冬季运动
而言， 冬奥会是最高规格的
竞技场， 更是前所未有的曝
光机会。 在新华社记者对杜
邦的专访中， 这位国际滑登
联副主席不断提到： 小众运
动要发展， 应懂得适应潮流；
而亚洲力量的参与， 促进了
滑雪登山从一项 “欧洲运动”
向全球运动的转变。

此次来中国， 杜邦参与
了在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湖滑
雪场举办的亚锦赛的组织工
作。 他对赛事规模和水平感
到满意：“这是一次很棒的比
赛，运动员水平很高。 参赛队
伍和选手的数量对于亚洲来
说，是令人感到鼓舞的。 ”

此次比赛有超60名选手
参赛， 尽管与欧锦赛200多人
的规模还有差距， 但已是近
十年来参赛人数之最； 除了
中、 日、 韩等传统队伍， 还
首次出现了一名来自热带国
家泰国的选手。

“滑雪登山在亚洲的发
展， 一直是我们在全球的优

先工作之一 。”
杜邦介绍 ， 滑
雪登山走出欧
洲经过了长时

间努力 ， 而走入亚
洲是其中关键一步。

全球各地雪山
居民的传统出行方式中，

都能找到滑雪登山的影子 。
但它演变成一项竞技运动 ，
是在现代体育发展较早的欧
洲。 竞技运动的产生反过来
又促进了传统的保留和演变，
时至今日， 在阿尔卑斯山区
和比利牛斯山区， 当地居民
仍将滑雪登山当成一种日常
休闲活动， 三五好友相约踩
着雪板爬上雪山， 喝杯咖啡
再一同滑行而下。 这种群众
基础， 又进一步为竞技运动
提供了发展沃土。

“但这也仅限于法国 、
意大利 、 瑞 士 、 西 班 牙 等
国。” 杜邦说。 欧洲两千米左
右的雪山众多， 这一海拔不
至于挑战人的生理极限， 最
经典的滑雪登山比赛就是在
这些雪山上进行长距离越野，
场面蔚为壮观。

然而运动想要发展 ， 更
广的受众、 更大的市场、 更
多的从业者是必然选择。 当
滑雪登山界想要将自己的运
动向全球推广， 甚至加入冬
奥会时， 仅基于一地自然禀
赋而形成的欧洲模式， 显然
可行性较低。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雪
山， 野外比赛对工作人员、观
众、转播商都挑战太大了。 长
距离比赛也容易很早就失去

悬念，变得无聊。”杜邦说，“但
我们现在有了解决办法，我们
正在变得更具适应性。 ”

杜邦介绍 ， 2010年底 ，
国际滑登 联 推 出 了 全 新 项
目———短距离赛和接力赛 。
短距离赛线路长度仅几百米，
比赛时间在3分钟到3分半之
间； 接力赛也依托于短距离
赛道进行。

“它们很快 ， 有很多反
转， 赛道里必须留出给运动
员相互超越的空间， 而且在
雪场里就能比， 现场观众在
出发区就能看到整个赛道 ，
是很好看也很方便的比赛。”
杜邦透露 ， 2020年 ， 滑雪登
山跻身有 “奥运项目试验场”
之称的冬青奥会， “（国际奥
委会主席） 巴赫曾到现场看
接力赛， 他当时很满意。 我
认为这两个项目的创立对于
国际奥委会 （最终接纳滑雪
登山） 的态度是决定性的。”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
要向国际奥委会证明项目的
全球参与度， 这便说到了亚
洲， 尤其是中国扮演的角色。
“我们与中国登山协会的合作
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我们共
同举办过两次世界杯分站赛，
如今，我们的合作已经向前迈
了很大一步。 ”杜邦说。

据亚洲滑雪登山联合会
秘书长、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
运动管理中心高山运动部主
任李文茂介绍， 得益于我国
的山地户外运动传统， 早在
20年前， 中国就有一批爱好
者开始尝试滑雪登山， 中国
登山协会也开始持续培训运
动员 ， 组队参加亚洲比赛 。
项目改革后， 中国开始更积
极 地 参 与 国 际 组 织 工 作 。
2017年12月 ， 在中登协的努
力下， 该赛季的世界杯揭幕
战落户张家口万龙滑雪场。

杜邦说， 这是国际滑登
联的顶级赛事首次在欧洲以
外举行。

“除了阿尔卑斯山区 ，
只有挪威和你们举办过世界
杯， 北美都没办过。 在美国
赞助商眼里 ， 我们的运动还
不够流行。” 杜邦认为， 项目
在亚洲， 尤其是中国的成功，
或可对其他地区起到一些示
范作用。

“也许我们可以在你们
起步、 成熟之后， 再去发展
北美。” 他说， 在明年的哈尔
滨亚冬会后， 期待有更多中
国观众认识滑雪登山。

这是杜邦第一次来中国，
松花湖滑雪场给他留下了良
好的印象。 他指着赛道尽头
的雪具大厅和一系列配套设
施说：“这是国际奥委会会喜
欢的比赛环境，雪好，工作起
来也很方便。这个雪场对于许
多国际比赛来说是完美的，尤
其是2026年将要成为冬奥项
目的短距离和接力赛。”

这不是杜邦第一次见到
来自中国的运动员。 “你们
的青年选手在世界杯上拿到
过金牌 ， 这次见他们， 我看
到他们的技术又进步了。” 在
杜邦看来， 领奖台上的多元
化， 也是项目全球推广的应
有之义。 据新华社

欧洲模式失效后

法国公开赛：国羽夺三冠“凡尘”大逆转

韩梅：多么美妙的一个赛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