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9 体育 /广告E-mail:jbtycool@163.com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仇建辉

聚 议 厅

2019 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落下大
幕，中国羽毛球队获得女单、女双和混双
三块金牌。全英羽毛球公开赛自 1899
年创办以来，就素有“小世锦赛”之称，也
被看作是检验各队冬训成果和观测全年
风向标的一项重要参考。从结果来看，
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成绩，毕竟国羽上
次出征全英拿三冠还是四年以前。

突破，是国羽本次英国之行的关键
词。这次比赛国羽最大的收获和惊喜，
无疑是获得女单金牌的陈雨菲。这个
21岁的姑娘在决赛中打得积极主动，直
落两盘击败了自己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对
手，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

近年来，国羽女单战绩低迷。直到
去年的中国赛上，陈雨菲夺冠才终结了
队伍两年多的顶级赛冠军荒。本届全英
赛，国羽女单整体表现不俗，陈雨菲、何
冰娇、李雪芮三人均跻身八强，陈雨菲的
金牌也是国羽在女单项目上时隔五年再
夺冠军。

从亚特兰大到伦敦，国羽曾在奥运
赛场上实现女双五连冠的霸业，但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失金，日本多对组合更在
奥运会之后对国羽形成合围之势，中国
女双选手的优势不再。本次全英羽毛球
公开赛，女双四强中日本组合也占据三
席。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国组合陈
清晨/贾一凡最终以 2 比 0 战胜松本麻
佑/永原和可那，首夺全英赛桂冠。这也
是国羽继 2015年之后，在女双项目上时
隔四年再次问鼎全英赛。

混双方面，郑思维/黄雅琼作为当今
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也是国羽最有保
障的夺金点。两人自 2017 年底组对以
来，在赛场上几乎战无不胜。2018 年，
“雅思”组合共获得世锦赛、亚运会以及
七个公开赛共九项冠军。2019年，他们
又在年初的印尼赛上封王。全英赛上，
郑思维/黄雅琼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在
决赛中直落两局，击败了去年战胜过自

己的日本组合渡边勇大/东野有纱。在
填补全英冠军的荣誉空白之后，“雅思”
组合新的世界羽联积分将突破 11万分
大关，创造新的历史。

历经三个赛季的蛰伏和磨难，本次的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上，年轻的国羽球员们
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21岁的陈雨菲
扛起了女单的大旗，拿到女双桂冠的陈清
晨和贾一凡同样也只有 21岁，让人最为
放心的郑思维和黄雅琼分别是22岁和25
岁。年轻，就是他们最好的资本。通过本
次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国羽的青年军在经
历了前几年新老交替的阵痛之后，逐渐走
出低谷，用成绩证明了自己。

不过全英公开赛之后，国羽还将面
对更加艰巨的挑战。无论是四月底开打
的东京奥运会积分赛，还是团体大赛苏
迪曼杯，国羽还没有足够强大的统治

力。如果此时就因为全英的三冠迷失自
我，之后必定会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国羽自身尚有不足，年轻一代的崛
起固然是巨大的收获，但现在的国羽还
远没有达到当年那支“梦之队”的水
平。2009年，国羽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上包揽五金。彼时，无论是男单的林
丹、女单的王仪涵，还是混双的“风云”
组合，都处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
期。女双和混双上中国队也有多重保
险。但在本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上，国
羽无缘男单和男双决赛，女双也仅有陈
清晨/贾一凡一对组合闯入四强，暴露
出的问题不容忽视。

男单方面，从此次全英之旅来看，无
论是最被寄予厚望的石宇奇，还是谌龙、
林丹等老将，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竞争
力。林丹、谌龙双双遭遇“一轮游”，石宇

奇在半决赛中败给丹麦名将安赛龙，而
最终获得冠军的日本名将桃田贤斗则展
示出他在男单项目上出色的统治力，国
羽想对他发起冲击难度颇高。而男双希
望的火种，则在 8强战中就早早被熄灭
了。总体来看，国羽男队在本届全英赛
中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

因此，我们看到国羽复苏希望的同
时，仍然要保持警醒。日本的整体实力
依旧对国羽造成威胁，印尼、丹麦等队的
实力也不容小觑。全英三冠虽无法抵消
国羽在男子项目上留下的遗憾，但也是
队伍辛苦付出的回报。卧薪尝胆终有出
头之日，我们有理由看好这支队伍在东
京奥运会前，继续提升各个单项的竞争
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

上图：中国选手陈雨菲在全英羽毛

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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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羽在突破中踏实前行
■马 晶

近年来，随着群众体育的蓬勃发
展，马拉松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新
时尚。成千上万的马拉松跑者用脚步
丈量着一座座城市，勇往直前、永不止
步的马拉松精神在大街小巷间闪耀。

3 月 11 日，2018 中国田径协会马
拉松年度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
通过这场发布会，我们得以从官方数
据中，审视 2018 年中国马拉松赛事的
收获与问题，并从中看到未来的发展
方向。

2018 年，不同形式的马拉松比赛
遍布全国 31 个省区市、285 个 地级
市。中国境内举办的马拉松及相关运
动规模赛事（800人以上路跑赛事、300
人以上越野赛事）共计 1581 场，累计
参赛人次多达 583 万。随着马拉松赛
事的升温，全国上下掀起了一阵“跑
马”的热潮。

除此以外，中国田协还公布了
2018 年度中国马拉松赛事等级、特色
赛事的评定结果。去年，中国田径协会
评定的金牌赛事共有 68个，银牌赛事
61个，铜牌赛事 96个。除了传统的金
银铜牌赛事，田协还评出了包括红色文
化特色、民族民俗特色、自然生态特色、
最美赛道特色在内的 120 个特色赛
事。随着马拉松标牌赛事数量大幅增
长，中国马拉松赛事的整体品质也实现
了质的飞跃，正逐步向专业化、规范化、
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当然，在马拉松赛事热火朝天的
今天，我们也应该正视其中的不足。
田管中心主任于洪臣在会议中提到，
总体来看马拉松文化基础薄弱，行业
规则意识尚未健全；产品创新不足，赛
事同质化现象明显；行业监管的理念
及方法亟待创新；马拉松项目竞技水
平还有待提高等。

这些问题，有的需要中国田协从管
理措施上跟进；有些需要行业内的运营
商加以重视；还有些则需要跑者提升自
己场内场外的表现，为马拉松文化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机遇同时促生新要求，中国田协
在会上还发布了《2019 年中国马拉松
管理办法新政》。田协通过在原马拉松
管理文件汇编基础上进行修订，进一步
完善了竞赛管理、赛风赛纪、国际活动、
运营公司管理、俱乐部管理等 6类管理
文件，从而不断推动中国马拉松赛事的
成长。

随着国内马拉松的大发展，田协同
样处在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进、不断

提升的过程。尽管去年中国马拉松暴
露出一些问题，但从整体来论，这只是
马拉松赛事飞速发展中的瑕疵。当然，
田协也相继出台了管理措施，相信未来
一切会更好。

中国马拉松的未来，需要大家一起
努力。在马拉松这条路上，中国田协将
和数以万计的跑者一起努力，在提升马
拉松赛事品质的同时，让更多的人享受
奔跑的乐趣，参与其中，挑战自我，实现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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