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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一只蝴蝶，飞过废墟和山海
刘颖余

幸福来得有点早，因为有吴易昺，中国

男子网球的历史一夜之间得以改写。

那个晚上，有许多未眠人。“不，我并没

有睡过去，我怎么可能睡得着？没有第一

时间写小作文，我只是想静静。”一位网球

迷在社交媒体上如此动情地写道。

一个 ATP250 赛事的冠军，值得人们

如此兴奋吗？

当然值得。

网球是拥有高专注度、高度职业化的

体育项目，在男子领域，我们一直是局外

人、边缘人，甚至连陪跑者都算不上。而现

在，吴易昺能站在别人的领地，在中心球

场，享受胜利者的荣光和喜悦，散发年轻人

独有的热情和幽默，这绝对不是他个人的

成功，而是中国网球乃至中国体育的荣耀。

就像他说的：“我在这里为我的国家创造了

历史，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谁说网球是个人项目？每个网球选手

都背靠着祖国，每个网球选手的心中都有一

个祖国，从来如此，中外皆然——当吴易昺

说出上述那番话时，赢得了现场美国观众最

多的掌声，便能说明一切。

吴易昺的成功，不只在于他的五连胜，更

在于他胜利的方式——连胜5位排名比自己高

的选手，首次击败世界前十球员，决赛面对美

国“发球大炮”伊斯内尔的 44个 ACE球，依然

能保持平常心，最终挽救4个赛点，成功夺冠。

乃至让对手赛后慨叹：“他自始至终都一样。”

吴易昺不止在场上显示了运动员最可贵

的顽强和坚韧，更在决赛后上演了精彩的脱口

秀，谈笑风生，显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独有的

幽默、谦逊、亲和，让对手受用，让全场观众动

容，更让远隔重洋的国人兴奋不已。

这是中国所有网球选手期盼的样子，也

是当代中国青年应有的样子。

我想，这也是 ATP 官网把吴易昺夺冠的

消息置于首页头条的原因。

2017 年 美 网 青 少 年 男 单 、男 双 冠 军 ，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单亚军……吴易昺

拥有一个异于常人的起点，却很快在此后陷

入伤病、手术的不断折磨，加上疫情的影响，

2022 年 4 月份，他的最低排名甚至掉到了

1869位。

但这些沉重的过往，并未影响吴易昺重

新出发。他不喜欢这些挫折，但学会了接受，

“挫折也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帮助我更好审视

自己”。而且，也正是那些挫折，让他放下了

想赢怕输的思想包袱，更加享受网球运动。

“看见一只蝴蝶，飞过废墟。”去年美

网通过男单首轮后，吴易昺在社交媒体如

此描述自己的心情；在过了美网男单第二

轮后，他又继续写道：“若没有这些阴影，

谁会知道我站在光里。”而此次夺冠后，他

在社交媒体的感言是《狂飙》里的台词：

“风浪越大，鱼越贵。”顺带着告诉大家：他

也是一个爱追剧的普通青年。

这是一个多么善于感悟的年轻人。

吴易昺好玩的外表之下，是沉甸甸的

内心，“我一直把网球视作责任，不仅为了

我自己，也为我的国家。我非常想代表国

家出战，这同时也促使我不断前进”。“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我希望通过我的经

历和做到的事情，可以燃起他们（年轻选

手）心中的这团火”。

这又是一个多么有使命感的年轻人。

是的，我们看到了那只蝴蝶飞过废

墟，也看到了它飞越山海。希望它越飞越

高，直至梦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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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

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宣布向校友和部分社会

人士开放校园，部分高校也发文允许家长和

校外人员入校。与此同时，四川成都和浙江

宁波等地的教育部门，也先后表态将逐步推

动高校恢复面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设施。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

“大学校门和大学体育场馆开放了吗”成为

人们关注的话题。然而，管理机制的不足、

缺乏相应安全保障措施以及专业化服务不

到位等短板，一直令高校体育场馆开放面临

不少困难。对此，有业内专家认为，要推动

高校体育场馆开放共享，亟须正视当下所面

临的困境，既要加强高校内部管理，也需要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运营。

多方呼吁“健身进校园”

近期，央视网刊发的评论文章《大学校

门，该打开了》引起热议。《工人日报》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虽然国内疫情防控政策持续

优化，但目前大部分高校对校外人员仍未开

放，或者仍采取有条件开放的措施。

上周末，记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

想进入学校健身，校门口工作人员称：“除非

进去办事，可以找老师领进去。现在没开证

明不能进入，校外人员一般也不能进去参

观、健身。”在北京邮电大学，工作人员告知

记者，只有校内师生来接洽，校外人员才能

进入，其他情况则需要提前报批。

在首都体育学院，记者了解到，在本校

办理了健身卡的社会人员能够入内，其他校

外人员暂时还不能进入校园。“我以前在这

里办了健身年卡，包括瑜伽、游泳等项目，目

前可以进去锻炼。”一位家住学校附近的女

士在校门口告诉记者。

对此，不少市民和专家都呼吁，高校应

及早对市民恢复开放校园尤其是体育场地

设施。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裕雄认为，高校体育场地设施相对完善，

资源优质，能够满足市民多项健身需求，这

些场地的有效利用，可以缓解全民健身场地

不足的痛点。“开放是大学的常态，随着疫情

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调整，应该逐步推动开

放体育场馆和相关设施。”

高校场地开放的困境

根据《2021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

据》，至 2021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面积 34.11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 平方米。

在整个场地面积中，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

位体育场地面积占比最大，超过 40%以上。

然而，多数国内学校尤其是高校的体育

场馆对外开放状态并不理想。有研究显示，

近年我国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率仅为三

成左右，与群众需求差距明显。既然高校的

体育场地资源相对丰富，为什么整体开放度

不高呢？

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教师郑子楠告诉

记者，校内体育馆开放管理时间矛盾问题较

为严重，“不少高校在实施对外管理过程中，

常会出现教学和开放时间冲突的问题，以至

于体育教学难以顺利开展。”

有多位高校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随

着学校体育场馆及各类设施对外开放，会有

较多的社会人员进校参与体育锻炼，可能会

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社会人员

的增多会使本校学生运动机会相应减少。

这也是很多高校并不轻易全面开放健身场

地的重要原因。

“我们学校面积不算大，健身场地有限，

一些场馆资源相对紧张。如果所有场馆都

完全对外开放的话，可能我们自己就没地方

锻炼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王剑寒告

诉记者。

体育场地的收费管理，也往往令高校头

疼。郑子楠认为，场馆收费价格过高，可能

难以吸引健身人群；但收费过低，不仅不利

于场地维护，经济效益也难以保证。

除此之外，一些高校在专业化服务方面

不到位，也是目前校园体育场馆开放不够的

原因之一。北京市民幸贵彬认为，其实大家

并不了解高校内体育场馆是否处于开放状

态，并且“对于开放项目、收费标准以及实际

开放时间均无具体途径了解和掌握”。

优化手段必不可少

去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

提出，要优化资源布局，扩大服务供给，有效

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体

育场馆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业内人士

认为，要提升高校体育场地的开放程度，须加

强内部管理，也可以引入专业团队运营。

王裕雄认为，高校应合理制定社会人员

进校健身的安全预案、管理守则以及具体收

费标准，“要明确哪类项目属于开放性项目、

固定的时间和区域有哪些，最大限度避免体

育场馆使用时间上的矛盾。”

在业内人士看来，引入社会专业团队参

与运营管理，对于提升高校场地开放度更为

重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表示，学校可

以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运营公司，

委托其对高校体育场地进行管理。“高校聘

请第三方团队在非教学时段进行有偿服务，

由政府规范服务收费标准。在这个过程中，

高校要对第三方团队的资金监管、市场定

价、运营水准等做全面深入了解，合理进行

风险管控。”

高校体育场地开放缘何“说易行难”

本报记者 朱亚男

日前，延期举办的 2022 深圳马拉松赛鸣

枪开跑。中国选手何杰以 2 小时 13 分 29 秒

夺得马拉松男子组冠军，这是深马举办八届

以来首次有中国选手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

冠军。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国内

多地马拉松赛事官宣“开跑”时间。

2月 15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发布会，

宣布苏州马拉松将在 3月 26日鸣枪出发。与

此同时，全国多项马拉松赛事也将奔赴这个

春天：杭州临安半程马拉松和芜湖航空马拉

松均官宣 3 月 26 日鸣枪开跑，陕西杨凌农科

城马拉松赛于 4月 9日出发，九龙湖（宁波）半

程马拉松定档 4月 22日。

从希波战争中跑回雅典报告胜利消息的

菲迪皮茨，到不断刷新人类速度极限的基普

乔格……马拉松在人类体育历史进程中扮演

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今，路跑和马拉松已

经深深嵌入城市发展及市民生活当中。

场地开放，是马拉松运动的魅力之一。

作为城市宣传的重要窗口，马拉松比赛不仅

可以通过路线的设置，让来自各地的参赛选

手置身其中感受城市魅力，更能让关注比赛

的观众跟随着视频画面欣赏和体验城市变

迁。一步一景，马拉松成为现代城市的最佳

导游。

以北京马拉松为例，比赛起点为天安门广

场，终点设置在奥林匹克公园内，沿途经过长

安街、学院路等极具城市特点的道路景观……

同样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国内品牌马拉松，还包

括沿着海岸线奔跑的厦门马拉松，以及奔跑

在古城墙上的西安城墙马拉松等。

对此，承办武汉马拉松的武汉文旅集团

董事长王广立表示，要通过马拉松赛事的举

办和宣传，“让武汉及周边城市的都市圈更加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宣传城市，促进文化和体

育的融合”。

经过近三年的沉淀和调整，不论是在技

术、组织还是后勤保障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

举办都将更加规范。据芜湖航空马拉松主办

方透露，2023 芜湖航空马拉松赛道沿线将密

集设置补给站，丰富参赛包、完赛包物资。值

得一提的是，比赛还将为选手增设肌肉疲劳

恢复服务，赛后帮助选手做运动损伤诊疗，让

“跑友”无后顾之忧。

此外，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可以同场竞技，

也是马拉松吸引人的地方。在运动员出发

前，你身旁的每一位选手都有可能刷新 PB
（个人最好成绩）。允许业余和专业选手一同

参赛，奔跑在一条赛道上，让更多普通人亲身

感受到顶级赛事的魅力，成为马拉松赛事的

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参加过 2022 年北京马拉松和一些小型

公园半马的短视频博主“小明同学”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未来参与人群会更广泛，参与越

野路跑的人群不单会集中在年龄 30+的人，

会有更多人发现跑步带来的乐趣。”

正如中国田协“跑遍中国”赛事品牌的

口号，“跑遍中国，点亮生活”，突破限制，寻

找运动的乐趣，马拉松赛事正在以一种创

新场景的方式，与市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牢

牢绑定。

曾连续多年执裁北马的外交学院体育部

主任、国际级田径裁判王莉认为：“国内马拉

松赛事的前景一定会非常广阔。我们在发展

国内市场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将中国的马

拉松推广到国外，形成特色。”

王莉认为，中国马拉松面向的是高质量、

规范化发展的新赛道。未来，更多的城市特

点和地域特色将会在马拉松的赛道上被放大

被关注。而马拉松也将成为城市治理、宣传

和建设的重要载体，等待着更多的城市和人

们参与其中。

国内多地宣布马拉松赛事重启，高质量、规范化发展成为重点——

中国马拉松打造新赛道

推动高校体育场地开放共享，有助于缓解全民健身场地不足难题——

优中选优

首秀

北京时间 2 月 20 日，在 2022-2023 赛季波兰男排超级联

赛常规赛第 25轮较量中，中国男排国手张景胤效力的格但斯

克主场大比分 1 比 3 负于扎维尔切。张景胤替补登场上演个

人在波超联赛的首秀，进攻 1扣 1中拿到 1分。

点评：虽然首秀出场是以替补身份，但能拿到效力波兰排

超联赛的第一分，张景胤的“留洋”之旅还算开局顺利。作为

中国男排新一代的核心球员之一，张景胤能够走出去接受磨

砺弥足珍贵。希望更多男排国手能够脱离国内联赛的“舒适

圈”，通过高水平的海外比赛不断提升实力，助力中国男排早

日走出低谷。

争议
针对中国篮协此前给予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的处罚决

定，广汇俱乐部在 19 日发布声明，表示俱乐部各项工作合法

合规，尤其是对于球员周琦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妥。广汇俱乐

部会不惜一切代价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篮协撤回相

关处理决定。

点评：中国篮协与新疆广汇俱乐部之间的争议正在持续发

酵中，两方各有依据，都坚持认为错在对方。由于此次事件仍

在激烈争论中，目前很难断定个中曲直。但此次事件再次暴露

出CBA联赛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制度和管理短板，亟待有关各方

加以重视和解决，才能真正助力联赛和中国篮球的整体发展。

改制
国际足联（FIFA）日前宣布，将2025年6月举行的世俱杯改

制为 32支球队参加，此后每四年举办一次。目前的世俱杯共

有包括各大洲冠军俱乐部在内的7支球队参加，一般在每年年

底举行。2019年，国际足联曾宣布对世俱杯进行改制，但最终

未能落实。新改制的2025年世俱杯将在何地举行尚无定论。

点评：随着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的一大“聚宝盆”，打造俱

乐部赛事的“顶流”——新版世俱杯，成为国际足联开拓财源

的下一个目标。虽然扩军至 32支球队引发了诸如“赛事水平

下滑”等争议，但国际足联的掘金之路不会停步，“世界杯扩

军”甚至是“两年一届世界杯”的改革都已提上日程。

突破
世界田联日前确认，美国名将克劳瑟在美国爱达荷州进

行的一场室内赛中，以 23米 38的成绩刷新了自己所保持的男

子铅球世界纪录。克劳瑟在 2021年创造了 23米 37的男子铅

球世界纪录以及 22米 82的室内世界纪录。此次 23米 38的成

绩虽然是在室内赛场创造的，但根据世界田联相关规则，这一

成绩也将成为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点评：30 岁的克劳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得主，

其职业生涯中已 7 次投出超过 23 米的成绩，被誉为男子铅球

赛场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历史上只有包括克劳瑟在内的 4

名运动员曾超越 23米。虽然年龄渐长，但克劳瑟从未停下超

越自我的脚步，他的下一个冲击目标已经锁定在明年的巴黎

奥运会上。 （巴人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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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20日，波尔（左）在女子400米比赛中。
当日，在荷兰阿珀尔多伦进行的荷兰室内田径锦标赛中，

荷兰选手波尔以 49秒 26的成绩刷新了尘封近 41 年的女子
400米室内世界纪录。 新华社/法新

尘封 41 年世界纪录告破

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发布首支预告片
据新华社电 北京冬奥会闭幕一周年之际，冬奥会官

方电影《北京 2022》20日发布先导预告片及概念海报。

预告片中，严寒与风雪无法阻挡场馆建设者、技术官

员、志愿者的脚步，压力与困难让运动员们必胜的决心更

加坚定，场灯亮起，五环闪烁，众星即将登场……

《北京 2022》由张艺谋监制，陆川执导，张和平担任

总顾问及专家顾问团团长，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海口川制作娱乐有限

责任公司承制，将在 2023 年亮相大银幕，与观众共享冬

奥的闪亮回忆。

辽宁女排签约队史首位外籍主教练
据新华社电（记者卢星吉 张逸飞）辽宁女排 20 日聘

请日本名帅吉田敏明担任球队主教练，这是该队历史上

首位外籍主帅。

吉田敏明 1954年出生。2000年 12月，吉田敏明成为

美国队主教练，他执教的 4年间，美国女排取得 87胜 59负

的成绩，获得 2002年世锦赛亚军、2003年世界杯季军。

辽宁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执教履历上看，辽

宁队希望借助吉田敏明教练团队的国际化视野，拓展出

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中国女排的发展贡献力量；从执教风

格、特点上看，希望借助该团队的执教理念，打磨和提升

辽宁女排的技术，在技术细腻、灵活多变上下足功夫。

中国乒乓球队“直通德班”世乒赛首次选拔赛于2月18日至
23日在北京举行。

◀在2月 20日混双半决赛中，林高远/陈幸同以3比1战
胜樊振东（右）/王曼昱，图为樊振东回球。

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 摄

▼在2月20日混双第二阶段第一轮比赛中，熊梦阳/冷雨
桐（左）以3比0战胜魏世皓/王添艺，图为冷雨桐发球。

新华社记者 胡星宇 摄

张景胤在比赛中张景胤在比赛中。。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