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东京8月23日电 东京残奥会即将于 24
日开幕，中国代表团分批陆续抵达东京。251名中国
残奥健儿将在残奥会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他们不为打
败对手而来，而是为超越自我而来。

超越自我需要梦想来点燃。残奥会是残疾人运
动员实现梦想的舞台，有人的梦想是夺冠，有人的梦
想是破纪录，而有人的梦想只是站在赛场上。54岁
的轮椅乒乓球运动员张岩已是第五次参加残奥会，
曾夺得过两枚金牌。尽管巅峰状态已过，但他没有
放弃，这五年他更加努力，为的就是能再次站在残奥
会的舞台上。失去双臂的游泳运动员王金刚，在伦
敦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上获得两枚铜牌，这一次，他
渴望新的突破。

超越自我需要有拼搏精神。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只有顽强拼搏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许多残疾人运
动员说，他们拼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登上领奖台，更
是为了战胜自己、超越自我。大部分残奥运动员都
经历过人生的低谷，是体育为他们插上了翅膀，让他
们找到了方向，只有不断地拼搏，才能将这双翅膀锻
造得更加强壮。

超越自我需要有坚持的韧性。参加东京残奥会的
中国选手中，年龄最大的 56岁，有些运动员已经为此
坚持了 20多年。张岩从 2000年开始进行轮椅乒乓球
的正规训练，21年来他从未松懈，转动轮椅的左手上
布满老茧，而这些老茧也是换了一层又一层。张岩说，
年轻的时候就是一门心思冲击金牌，现在是享受比赛，
享受乒乓球给他带来的自信和快乐。

超越自我需要热爱来加持。生命因热爱而精彩，
许多残疾人因为爱上了一项运动而改变命运。短跑运
动员李露从小热爱跑步，尽管缺了一侧小臂，但与同龄
人相比，她依然跑得很快。小学六年级时，当地残联找
到她，让她成为一名运动员。从此，奔跑为李露插上了
翅膀，她不断突破自我，获得亚洲冠军、世界冠军，终于
在2016年夺得残奥会金牌。这一次，她向卫冕发起冲
击。李露说，她热爱跑步，是奔跑让她这个农村小姑娘
走向了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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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辛苦了！欢迎回家！”
昨日，晋江籍运动员、东京奥运会女子花剑选手陈情
缘结束隔离，从北京回到晋江，与福建省击剑队汇
合。据悉，陈情缘将在晋江集训两周时间，全力备战
全运会。

昨日中午 1时许，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地下一楼
接机处，现场已经拉起横幅，来自泉州市体育局、晋
江市体育局、晋江市少体校以及福建省击剑队的领
导、工作人员和教练员们翘首以盼，期待着奥运健儿
的凯旋。

半个小时后，陈情缘戴着帽子和口罩，拿着行
李，出现在大家面前，一身黑色休闲服打扮充满青春
活力。当天，同行的还有另一名福建剑客、东京奥运
会男子花剑选手黄梦恺。

接过鲜花、合影留念……一落地，陈情缘就感受
到了家乡满满的热情。“回到家乡很开心。”陈情缘告
诉记者，这是自己时隔一年回到晋江，这要得益于省
队选择来晋江集训，这也是她第一次到晋江集训，感
觉很特别。

7月以来，福建省击剑队在晋江少体校展开集
训。陈情缘透露，回到晋江后，她的主要任务就是跟
随其他队员，在教练的指导下备战全运会，时长为期
两周。之后，她会和福建省击剑队一起返回福州，准
备器材，再前往比赛地。“希望在家乡做好赛前准备，
在全运会争取佳绩，为晋江争光。”陈情缘说。

陈情缘透露，尽管回到了晋江，但这期间不会回
家，会专心备战。待全运会结束后，应该会有一段假
期，届时再和家人好好团聚。

谈及首次奥运之旅，陈情缘直言对自己的表现
不是很满意，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通过参加世界
顶尖水平的大赛，切身感受到自己和别人还有差距，
不论是经验，还是技战术，还是得多参加大赛，才能
更好地提升。”

陈情缘，1997年出生，晋江磁灶镇瑶琼村人。
2021年 3月，在国际剑联花剑大奖赛暨东京奥运会
花剑个人积分赛中，陈情缘勇夺亚军，并以亚大区女
子花剑个人奥运积分排名第一的身份获得东京奥运
会入场券。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作为中国女子
花剑队的独苗，陈情缘敢打敢拼，尽显晋江剑客风
采，可惜最终止步16强。

昨日，陈情缘抵达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本报记者 秦越 摄

在即将到来的陕西全运会中，将有
4名来自晋江的田径健儿参与角逐。其
中，晋江撑竿跳高“双子星”张逸帆和蔡
劲豪将再度携手亮相全运赛场。目前，
两人正在泉州体工队进行赛前备战。昨
日，记者来到泉州侨乡体育馆，探秘晋江
健儿备战情况。

助跑、撑竿、起跳、腾空、落地……
上午 10时，在泉州体工队撑竿跳高教
练、原国家队撑竿跳高教练张武纪的带
领下，一众队员聚集在田径跑道的一
侧，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技术训练。夏日
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气温节节攀
升。现场，包括张逸帆和蔡劲豪在内的
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更有甚者，直接光
膀子上阵。

张武纪告诉记者，为了备战全运会，
每天会训练三小时，“距离全运会只剩下
一个月时间，现在就是抓关键，把技术、
体能、状态调整到最好，他们都是老队员
了，所以训练时间有所控制。”张武纪坦
言，现在是最难练的时候，由于天气炎
热，队员会出现吃不下饭、休息不好的情
况，这给训练造成了很多困难，“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作为室外项目，这没有办
法，只能坚持。”

聊起张逸帆和蔡劲豪，张武纪笑着
说，当初两个孩子从晋江少体校过来，自
己就带着他们训练，已经将近十年了。
最开始两个人只能跳两米多，现在已经
可以跳五米以上了，参加国内各个级别
的比赛，并获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赛
的机会，越来越出色。

“这两个队员都非常腼腆、老实，
技术掌握得不错，见识也足够。作为
在基层训练的运动员，能够走出去很
不容易。”张武纪说，队里训练条件有
限，运动员付出了很多。而且这两年
受疫情影响很大，训练不系统，甚至中
断，两人的成绩不算理想。“他们在全
运会资格赛都尽力了，决赛发挥出该
有的水平就行，不想给他们太大的压
力。”

记者了解到，在张武纪麾下，有多名
来自晋江的运动员，包括“00后”选手姚
宏展、林梓杨。对此，张武纪表示，晋江
撑竿跳高的人才输送工作走在大泉州地
区的前列，这主要得益于基层教练的用
心选材和培养，“这些年来，晋江少体校
教练陈武登做了许多工作，为泉州体工
队输送了许多撑竿跳高的好苗子，孩子
们能够一步步走出来，这离不开基层教
练的付出。”

晋击全运·探营

晋江撑竿跳高“双子星”将携手再亮相
本报记者 李诗怡 秦越

红色运动服、高大的身材、腼腆的笑容……这是张
逸帆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这个25岁的小伙练习
撑竿跳高已经有十多年，也曾有过想放弃的时刻，但还
是咬牙坚持下来。面对第二次全运会之行，他有一个
坚定的目标——放手一搏，争取前八。

在昨日的训练中，由于脚踝出了点小问题，张逸帆
只能进行辅助和素质训练，“最近的强度比较大，训练
时没有把握好，导致旧伤复发，不过问题不大，这两天
治疗一下，就可以恢复正常训练了。”张逸帆说，这两年
参赛机会比较少，只参加了四五场比赛，目前还没有完
全找回以前的比赛感觉，只能靠平时训练的积累，结合
原来的经验去弥补，才能更好地掌控比赛。

张逸帆出生于1996年，永和玉溪人。12岁时，参
加镇运会的他被陈武登一眼相中，从此踏上撑竿跳高
之路。2015年首届青运会，张逸帆获得男子撑竿跳高
季军，开始崭露头角。2017年，作为带训人员，张逸帆
和蔡劲豪跟随国家撑竿跳高队前往法国训练。这段经
历给张逸帆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撑竿跳高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技术和素质有了显著提升，还在比赛中跳出个
人室内最好成绩。

2019年，张逸帆从国家队回到泉州。彼时的他意
气风发，状态正佳，却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遭遇了职业
生涯的最大危机。“那时候的状态很好，想着趁热打铁
拼一下。一开始只是轻微扭伤，后来在训练中用力过
猛，脚踝一圈的肌腱都撕裂了，骨头也伤得很严重。”

回忆起那段难熬的时间，如今的张逸帆笑得很淡
然，“那是我受过最严重的伤，很打击信心，也有想过放
弃，后来认真想想，还是觉得不甘心，就坚持了下来。”
经过精心治疗，张逸帆的伤势逐渐好转，继续在撑竿跳
高的路途上昂首阔步。在今年举行的全国学生运动会
上，张逸帆一举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上一届全运会，上演“处子秀”的张逸帆最终获得第
12名。对此，他直言充满了遗憾，没有把握住机会。“上
一届的状态比这届好，但这次在经验方面有优势，我会
放手一搏，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争取进入前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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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蔡劲豪，是在2015年首届青运会。彼时，
年仅18岁的蔡劲豪一举斩获撑竿跳高亚军。从青
运会到全运会，从初出茅庐到全国前列，无论面对任
何挑战，蔡劲豪总是保持平常心，轻装上阵。

昨日，在泉州侨乡体育馆，记者见到了蔡劲豪。
和六年前相比，小伙子成熟了不少，但还是有点内
向，话很少。其实，今年年初，蔡劲豪还备受伤病困
扰，差点错过全运会资格赛。

“由于脚踝旧伤复发，那段时间能做的就是积极
治疗，只能进行一些辅助训练。”随着伤势的好转，蔡
劲豪参加了6月举行的全运会田径资格赛，“很久没
有比赛了，当时挺兴奋的。比赛时没有想太多，拿了
竿子就跳。”蔡劲豪跳出了 5.00 米的成绩，排名第
16，有惊无险获得决赛入场券。

1997年，蔡劲豪出生于安海前湖村。和张逸帆
相同，蔡劲豪也是12岁开始练习撑竿跳高，“当时在
上课，陈武登教练过来学校选材，觉得我比较合适。
我刚好比较好动，很愿意去学，父母也很支持。”

撑竿跳高是田径运动中最难最复杂的项目，既
要有短跑的速度，又要有弹跳力，还要有腰腹力
量，且具有一定危险性。聊起十多年来的风风雨
雨，蔡劲豪一语带过，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淡定
从容的模样。

2014 年，在全国少年（16～17 岁）田径锦标赛
中，蔡劲豪以 4.55 米的成绩夺冠。隔年，蔡劲豪以
5.00米的成绩，在首届青运会摘得一枚银牌。接连
的荣誉让年轻的小将有点飘飘然，“那时候很兴
奋，迷茫了一段时间。后来看到别人进步挺快的，
一下子有了危机感，被打回现实，重新脚踏实地出
发。”

2017年天津全运会，蔡劲豪最终以第10名的成
绩收官。他表示，目前自己的状态不错，准备比较充
分，很期待全运会的到来，希望可以取得比上一届更
好的成绩，“和上一届全运会相比，没有了第一次的
青涩，感觉更有信心了，做好自己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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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8月23日电 23日，第16届残奥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
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
育代表团旗手。

周佳敏来自浙江，曾获得2016年里约残奥会复合
弓公开级个人赛、混双冠军，2019年世锦赛复合弓公
开级别团体、混合团体冠军。本届残奥会她将参加女
子复合弓比赛。

王浩为辽宁籍，曾获得 2017年、2019年世界残奥
田径锦标赛跳远金牌。本届残奥会他将参加男子T46
级别100米短跑、跳远以及4×100米男女混合接力3个
项目的角逐。

第16届残奥会将于8月24日至9月5日在东京举
行，共设 22个大项、539个小项，将有来自约 160个国
家和地区的 4400名运动员参赛。此次为我国第十次
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中国残奥健儿
为超越自我而来

周佳敏、王浩担任
东京残奥会开幕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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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游泳队运动员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训练备战。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中国乒乓球协会 23日
消息，中国乒乓球队将不组队参加 9月 28日至 10月 5
日在卡塔尔举办的 2021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国乒
队员将在完成奥运归国的隔离后，立刻投入到第十四
届全运会中。

中国乒协秘书长秦志戬表示，完成东京奥运会的
参赛任务后，国乒队员除了回到各自地方队参加全运
会，还要备战休斯敦世乒赛和乒超联赛等一系列赛事，
下半年整体参赛任务比较重。

秦志戬说，全运会乒乓球项目比赛将于 9月17日
至 26日进行，而亚锦赛是 9月 28日开幕，间隔时间很
短，结合目前航班情况，国乒队伍很难如期抵达卡塔尔
参赛。同时，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国际旅行参
赛存在较大的风险。如参加亚锦赛，参赛人员回国后
还需要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封闭隔离，会影响国家队接
下来的赛事计划，尤其是休斯敦世乒赛的备战集训，不
利于年轻队员的培养和发展。因此，国乒男、女队教练
组经过综合研判，从队伍整体角度考量后决定，不参加
本次亚锦赛。

国乒女队主教练李隼表示，不参加本届亚锦赛对
中国队来说影响不大。“今年亚锦赛主要是作为明年成
都世乒赛团体赛的资格赛。作为东道主，我们已经获
得了参赛资格。”

“队员们在完成奥运会的任务后，首先要把身体调
整好，然后全力备战全运会和世乒赛，不去亚锦赛对于
球队备战是最好的选择。”李隼说。

目前，尚处于隔离期的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身体训
练，希望以更好的状态迎接全运会。秦志戬说：“队员们
隔离结束以后就会回到各自所属地方队，备战全运会。”

秦志戬透露，中国乒协计划在10月举行2021年度
乒超联赛，希望能通过乒超这个平台锻炼年轻球员，之
后队伍将进入休斯敦世乒赛的备战。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中国乒乓球队也开启了巴黎
奥运周期的备战。秦志戬和李隼均表示，希望在下半
年的比赛尤其是世乒赛中，新老队员能够重新开始竞
争，也期待有更多的年轻运动员涌现出来。

休斯敦单项世乒赛将于11月23日至29日举行。

国乒不参加今年亚锦赛
全运会后将办乒超联赛

“美女剑客”
陈情缘回家啦！
将在家乡集训两周备战全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