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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爱传递热爱

用生命照亮生命

以热爱传递热爱

用生命照亮生命
刘颖余

“轮椅篮球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轮椅篮球就是我

的生活。”这是美国著名男子轮椅篮球队员马特·斯科

特的名言。他被称为“轮椅篮球库里”，在轮椅篮球界，

是神一般的存在。

斯科特也是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中许多姑娘的偶

像。如今，轮椅篮球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也正逐渐成为

她们的生活。

上周，在迪拜举行的轮椅篮球世锦赛中，中国女队

一路杀进决赛，虽最终不敌荷兰队屈居亚军，但仍创造

了中国队世锦赛历史最佳战绩，而且还为亚大区取得

一个巴黎残奥会的参赛席位。

姑娘们的存在感仍然微薄。决赛之夜，各大电视

台和网络平台都没有直播信号，只有手机直播吧有视

频直播，聊天室里只有区区数十位网友。然而，即便如

此，中国姑娘们仍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英文解说不断冒

出的简单中文，便是证明。

输给荷兰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东京奥运会轮

椅女篮决赛，中国队正是不敌荷兰队遗憾摘银。荷兰

队身高鹤立鸡群，国内还拥有成熟的轮椅篮球联赛，这

些年，她们在世界大赛上鲜有失手。

不只是荷兰，欧洲许多国家乃至日本、韩国都有主

客场制的轮椅篮球联赛。中国第一位参加国外职业联

赛、远赴“西甲”的残障轮椅篮球球员丁海介绍说，西班

牙轮椅篮球职业联赛的影响力很大，“西班牙的轮椅篮

球联赛很发达，每周都有比赛，每次赛后都会有十几家

甚至二十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俱乐部也有专人教

我们如何回答媒体提问，展现球员的个人魅力”。

而在中国，国家级的轮椅篮球联赛仍未建立。据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轮椅篮球项目联络人薛

亮介绍：中国轮椅篮球只有男队 10 支，女队 8 支，注册

运动员人数仅有 400 人左右。

对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女子轮椅篮球主教练陈琦

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拥有自己的联赛，一直是他

的梦想。有联赛，姑娘们才能养活自己，而不必像现在

这样，一边打篮球，一边去寻另一份工作来贴补家用。

让轮椅篮球成为生活，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只

是还没有照进姑娘们的现实。

然而，陈琦和姑娘们从未灰心——从东京残奥会到迪

拜世锦赛，他们用实打实的努力，让轮椅篮球不断被国人

看见，也让人一次次感奋于姑娘们精神上的成长和历练。

轮椅篮球不仅教会姑娘们运动技能，更教会她们

生活，去领悟人生，这是陈琦带队的初心。他有句名

言：不仅要赢得赛场上的冠军，还要做生活的冠军。

在轮椅篮球界，陈琦是少有的残疾人运动员出身的

教练。生于 1976 年的陈琦，4 个月大时就因小儿麻痹症

致残。23岁那年，陈琦遇到了让他觉得“没有白活”的运

动——轮椅篮球。2004 年代表中国队参加雅典残奥会

资格赛，曾被对手赢了 100 多分，陈琦一下场就哭了，因

为他们练得很苦……陈琦退役后，不断钻研业务，无论担

任广东省队教练还是国家队教练，都成绩斐然。

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陈琦

用乐观和坚韧丈量自己人生的同时，也用不屈、谦卑和

爱心感染着他的队员们。队员张雪梅形容陈琦教练就

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生命的至暗时刻，给了她第二次生

命；林穗玲一开始是队里最不自信的女孩子，说得最多

的就是‘我不行，我做不到的’，但在陈琦的帮助和鼓励

下，她后来成为球队的队长……

这不是一个人的奋斗，而是一群人的拼搏。以热

爱传递热爱，用生命照亮生命，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表

现出的团结协作精神和昂扬向上的力量，是中国残疾

人自强不息的缩影，也是国家形象和活力的一种展示。

根据中国残联公布的数据，中国残疾人口约 8500

万人，其中肢体残疾近 2500 万人。衷心希望轮椅篮球

能被更多人看见，衷心希望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能加入

到这项运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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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C罗、本泽马、坎特……要说近两个赛季

国际足坛转会市场最火爆的联赛，非沙特莫

属。不过，将重金打造“豪门联赛”上升为国

家足球发展战略（名为“2030 愿景”）之一的

沙特，极有可能与最大目标——申办 2030年

世界杯失之交臂。

近日，国际足联（FIFA）在瑞士苏黎世召

开的理事会上确认，2030 年世界杯申办启动

将被推迟。该届世界杯的申办流程，将在今

年 9 月或 10 月举行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公

布，随后正式开启申办程序。最终的申办结

果，将在 2024年第四季度举行的国际足联代

表大会上正式揭晓。

根据原有计划，2030 年世界杯的申办流

程将在今年 7 月开启，明年中期就有可能揭

晓申办结果。国际足联在原有申办流程开启

前夕突然宣布推迟，究竟有何考虑呢？

根据国际足联的官方说法，2030 年世界

杯（第 24届）恰逢男足世界杯诞生百年，考虑

到该届世界杯作为百年世界杯的里程碑意

义，为了更好筹划申办工作，相关申办程序才

被推迟。

不过，根据近几届世界杯的申办情况，再

联系到国际足联近年来对于世界杯申办的一

系列改革举措，2030 年世界杯申办被推迟，

也许并非一个“百年世界杯”的历史节点那么

简单。

经过近百年发展，男足世界杯已成为当

今国际体坛与奥运会齐名的两大赛事之一，

甚至在商业开发和影响力上还高于奥运会。

近年来，世界杯申办规则可以概括为“各大洲

轮流举办”，其官方解读是“举办过世界杯的

大洲，未来两届都不得举办。”2010 年至今，

世界杯分别在非洲、南美洲、欧洲和亚洲举

办，而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联手

获得 2026年世界杯举办权，因此有可能承办

2030 年世界杯的范围只有大洋洲、非洲、南

美洲和欧洲。

考虑到大洋洲的足球整体水平以及非洲

的经济发展现状，国际足坛普遍认为 2030年

世界杯的申办竞争，将主要在欧洲和南美洲

之间展开。

正因如此，早在 2017 年，位于南美洲的

两大足球强国乌拉圭和阿根廷，就表达了联

合申办 2030年世界杯的意向。2018年，英格

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足协

也表态将联合申办该届世界杯。2019 年 2
月，智利宣布将与阿根廷和乌拉圭联合申办

2030年世界杯……

总体来看，2030 年世界杯呈现出“联合

申办”唱主角的态势。经过多番“合纵连横”，

截至今年 6 月，申办 2030 年世界杯的竞争演

化为三大联合体博弈，分别是沙特-埃及-希

腊三国联办的“亚欧非组合”，西班牙-葡萄

牙-摩洛哥三国联办的“欧非组合”和乌拉

圭-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四国联办的“南美

组合”。

不过，随着国际足联推迟 2030 年世界杯

的申办，沙特-埃及-希腊三国联办的“亚欧

非组合”首先出现了问题。

据西班牙《马卡报》报道，沙特已经通知

其他两个合作国家，将退出 2030世界杯的申

办。报道称，由于认识到世界杯很难在间隔

一届之后就再次回到亚洲，沙特方面意识到

他们无法与西葡摩组合竞争，将暂时退出该

届世界杯申办。有消息人士透露，其实沙特

的真正目标是申办 2034年世界杯，他们正在

积极寻求来自其他各大洲的支持，“这次主动

退出很有可能是一次支持互换”。

除了沙特方面的主动“放弃”，“亚欧非组

合”的另外两个国家希腊和埃及，也面临着各

自的难题。受困于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危机，

基础设施落后的希腊其实对于承办世界杯

“有心无力”；而无缘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埃及，其真正诉求是独自承办一届世界杯。

从目前剩余的两大申办联合体来看，西

葡摩组合拥有基础设施、大赛组织和自身实

力等方面的优势。南美四国主打的则是百年

世界杯回到原点，毕竟世界杯就是诞生在

1930 年的乌拉圭。能在百年华诞之际重回

乌拉圭，对于国际足联和世界杯而言都颇具

纪念意义。

确定了新的申办时间表后，国际足联也

宣布了 2030年世界杯的一系列申办要求，其

中最重要的条件便是：要有 14个可用的标准

体育场（其中 7 个须已建成），小组赛球场至

少能容纳 4 万人，开幕式和决赛球场必须能

容纳 8 万人等。此外，每个候选方还必须提

供 72块训练场地供 48支参赛国家队选择。

从两大申办联合体来看，要想满足国际

足联的相关要求都不算难事。西葡摩组合表

示，如果最终申办成功，西班牙将有 8 座球

场，葡萄牙将有 4 座体育场，摩洛哥将有 3 座

体育场承办赛事。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则

表示，如果南美四国联合申办成功，阿根廷将

有 8 座，智利有 4 座，乌拉圭和巴拉圭各有 2
座体育场承办赛事。

如此看来，在硬件设施都差别不大的情

况下，经济实力、申办策略甚至是场外游说

等，都有可能成为决定 2030年世界杯举办权

归属的重要因素。

整 合整 合

本报记者 刘兵

随着暑假即将来临，全国多地校外体育

培训逐渐火爆。这些培训虽然有助于增强青

少年学生体质，拓展体育运动兴趣，但其中也

暗藏着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为此，

北京市体育局近日发布《关于安全参加校外

体育培训活动的警示提醒》（以下简称《警示

提醒》），旨在帮助家长和孩子规避风险，确保

孩子在安全的前提下参与体育培训。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通过采访暑期有意

向为孩子报校外体育培训班的部分家长，了

解到家长和学生普遍对培训中的各类风险认

识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强化这一方面的警示

和提醒。

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资质问题，是诱发

安全风险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根据《警示提

醒》，家长为孩子报名校外体育培训首先要注

意机构证照是否齐全。培训机构如存在证照

不全、证照信息与实际提供服务的体育培训

机构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在人身财产安全和

合法权益保障方面均存在较大不可控风险。

北京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处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在选择体育培训机构

时，应注意核实机构营业执照。涉及游泳、

滑雪、潜水、攀岩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培训

机构，应持有体育部门颁发的《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经营许可证》，游泳场馆还应具有卫生健

康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在确保机构资

质无问题的前提下，家长还应对培训机构的

运动环境全面细致考察，查看是否符合相关

部门的要求。”

近年来由于体育培训机构良莠不齐、管

理不规范，有过酿成意外悲剧的案例。2021
年 6 月，位于河南省柘城县远襄镇北街村的

震兴武馆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 18 人死

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2153.7万元。根

据最终调查结果，该机构未依法办理办学许

可证，未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有关部门

和单位检查指出的火灾隐患没有及时整改。

其次，由于教练是体育培训中的核心角

色，他们的资质和道德水平更应予以重视。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建议家长，为

孩子选择培训教练时，应注意慎重查验相关

教练的从业资质，并着重考查教练的品质德

行，选择德技兼备的教练，确保孩子安全参与

培训。

此外，《警示提醒》还着重提醒消费者，在

校外体育培训中面对预付式消费时须谨慎。

消费者在签订培训合同时，应仔细查看是否

为规范合同，且勿盲目购买“大课包”，优先选

择采取预付费存管的机构，以降低产生消费

纠纷的风险。记者了解到，按照相关规定，校

外体育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

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或

60课时的费用，且总额不得超过 5000元。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体育培训

机构超过 3 万家，2020 年全国体育教育与培

训的总产出达 2023亿元，针对青少年的培训

占相当大的比例。近年来，相关主管部门不

断出台制度规定，以期规范日益庞大的课外

体育培训市场。

2021年 12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从场地设施、课

程、从业人员、内部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细致

的规定，并要求培训机构应主动对照规范自

查自检，构筑起良性行业生态。

去年，北京市体育局发布《青少年校外体

育培训机构准入审查工作指南》，明确提出计

划在北京登记注册，从事青少年校外体育培

训服务的市场主体，都须进行准入审查。《指

南》对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场地、从业

人员、执教人员等都提出了细化要求。此外，

河南信阳、广西南宁等地有关部门今年也出

台相应规范，强化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安全

管理和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

业内人士认为，要想“拧紧”暑期校外体

育培训“安全阀”，需要培训机构、政府有关监

管部门以及家长形成合力。特别是培训机构

要严格依法依规加强从业人员管理，规范从

业人员培训行为。

北京市昌平区一家少儿篮球培训机构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建立教职人员职

业档案，抓好阶段性考核工作，确保在职人员

均为有良好道德品行、教学资质的优质教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忠云建议：“家长在

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要综合考虑孩子的兴

趣爱好、身体素质和学习经历等因素，有助于

规避一些安全风险。”

北京市体育局发布相关安全警示提醒——

暑期校外体育培训亟待“拧紧安全阀”

“百年世界杯”申办缘何推迟

本报记者 朱亚男

北京时间 6 月 26 日至 7 月 2 日，2023 年

女篮亚洲杯在澳大利亚开赛。到记者截稿

时，中国女篮开局顺利，已取得小组赛两连

胜。在连续 5 届亚洲杯（亚锦赛）无缘登顶

后，去年收获世界杯亚军的中国女篮，将再次

向亚洲之巅发起冲击。

与去年世界杯的阵容相比，李月汝、黄思

静、武桐桐的缺席，让中国女篮在各个位置上

的实力都有不小损失，但中国队仍然派出了

现有的最强阵容——召回了在海外联赛效力

的韩旭、李梦，保留了世界杯参赛的主力阵容

框架，同时又招入了老将高颂、年轻的内线队

员唐毓等，补充了球队阵容。中国女篮主教

练郑薇表示，无论队伍阵容如何，全力争取冠

军都是中国女篮的目标。

今年 4月，国际篮联取消了原定于今年 11
月举办的奥运会资格赛预赛，这意味着只有

在女篮亚洲杯上进入四强的球队，才能拿到

2024年 2月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女篮资格赛席

位，同时获得 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入场券。

国际篮联 6 月 22 日公布的 2023 年女篮

亚洲杯实力榜显示，中国女篮高居榜首，日本

女篮紧随之后排名第二。与中国女篮同组的

韩国女篮位列第四，新西兰女篮和黎巴嫩女

篮分列第五和第八位。

虽然位居亚洲实力榜首位，但卫冕冠军

日本队和东道主澳大利亚队，都是中国女篮

本届亚洲杯争冠路上的强劲对手。特别是日

本队，她们已在亚洲杯上豪取五连冠，此番大

名单由名将高田真希和赤穗向日葵领衔。尽

管日本队在去年的世界杯上因糟糕表现饱受

质疑，但其整体实力仍不容小觑。

澳大利亚队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参加国

际篮联亚洲赛事，尽管部分球员由于伤病和

征战海外联赛缺席，但球队仍派出相对较强

的本土联赛阵容参赛。本届亚洲杯开赛前，

中国女篮曾与澳大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

赛，最终以 15分差距负于对手。强健的身体

素质和不俗的战术素养，让东道主成为中国

女篮的又一劲敌。

国际篮联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再次提

到女篮亚洲赛区的崛起。亚洲第一集团中，

中、日、澳、韩的比赛强度逐渐升级，对于志在

巴黎奥运会取得好成绩的中国女篮来说，有

高质量的大赛练兵至关重要。

回顾中国女篮的亚洲杯和亚锦赛历程，从

1976年首次参赛开始，中国女篮共获得 11次

冠军。然而自 2011 年获得女篮亚锦赛冠军

后，此后 5届亚洲杯（亚锦赛）中国女篮均无缘

冠军，共获得三次亚军和两次季军，冠军则全

部由日本队获得。本届亚洲杯，全力争冠成为

中国女篮上下的最大目标。正如主帅郑薇在

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将全力以赴，争取好成

绩，传递中国女篮不畏困难、直面挑战的决心

和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连续 5届无缘登顶，本届赛事全力争冠

中国女篮亚洲杯再出发

20302030年世界杯申办被国际足联推迟至今年年世界杯申办被国际足联推迟至今年1010月月———— 2023年全国田径冠军赛沈阳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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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巴黎国际龙舟嘉年华举行
日前，由法国龙舟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巴

黎国际龙舟嘉年华在巴黎开赛。图为参赛队
伍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6月27日，2023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世锦赛及亚运会选拔
赛在沈阳开赛。本次比赛为期三天，比赛结果将决定今年布
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和杭州亚运会场地项目（不含马拉松、竞
走）的参赛阵容。图为安徽选手王春雨（右）在女子1500米
比赛中，当天她获得了该项目冠军。 本报记者 朱亚男 摄

中国式摔跤全国锦标赛开赛
据新华社石家庄6月26日电（记者杨帆 赵鹏昊）26

日，2023 年中国式摔跤全国锦标赛在河北省迁安市九江

体育中心开赛，全国 28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比赛为期三天，设男、女子两个组别，男子组共

10个级别，女子组共 8个级别，采用单败淘汰赛制。

当日首场比赛为女子 52公斤级对决，四川体育职业

学院队的李秋月悦和山西省重竞技运动中心的李佳炫碰

面，经过鏖战李佳炫以 9:8胜出。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

心主办，迁安市人民政府、唐山九江体育中心承办。

6月 28日，成都大运会迎来倒计时30天。随
着大运会临近，近来成都可以全民参与的健身运
动源源不断，一场场街头篮球擂台赛、慢投垒球
赛，一次次相约奔赴的天府绿道骑行……全民参
与喜迎大运的运动氛围已然成型。

上图：“活力成都 大运有你”体育大篷车活动
决赛日前在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凤凰之眼广场
举行。图为男子组比赛进行中。

谢辉 摄/视觉中国

右图：成都街头篮球赛吸引大批市民到场
观赛。 成都大运会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