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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建

9月4日，全运会田径比赛进入第三比赛日，
在男子20公里竞走团体决赛中，山东队以5小时
34分50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第十二届全运会，山东队就是这个项目的
冠军。四年时间过去，山东队的阵容变化翻天覆
地，参加成年组比赛的四名选手，只有于伟参加
了上届全运会，其他三位选手都是刚刚进入成
年组不久的年轻选手，参加青年组比赛的三名
选手都是新鲜血液。一老带六新的阵容，捍卫了
山东队在男子20公里竞走项目上的霸主地位。

精兵强将 强势卫冕

本届全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团体比赛，每
队有四名成年组选手和三名青年组选手参赛，
成年组选手走20公里，青年组选手走10公里，最
后的总成绩由成年组前三名和青年组前两名的
成绩相加得出。为了确保卫冕成功，山东队调集
了精兵强将。

四名成年组选手中，王瑞主攻20公里。这个
刚刚年满21岁的小伙子，曾获得挑战赛、锦标赛
等多项冠军，进入成年组才一年多时间。据王瑞

介绍，单项比赛他也有争夺金牌的实力，但为了
有足够的体力确保拿下这枚团体金牌，他没有
参加单项比赛的较量。

上届全运会后，于伟从20公里改项到50公
里，“50公里对体能和精神的挑战非常大，20公
里更多的是考验肌肉承受能力。”于伟说，好几
年没练20公里，速度要差一些，但作为唯一一名
参加过上届全运会的老队员，状态保持得不错，
因此还是作为主力参赛。

山东队的主要对手是云南队。青年组比赛
率先完赛，山东队的前两名高英超和曹文龙分
别排名第四和第七，稍稍落后于云南队。成年组
比赛，山东队优势巨大，王瑞第一个冲过终点，
于伟排名第五，孙松获得第七。最终，山东队以2
分多钟的优势获得冠军。

“我们的主要对手是云南队，战术就是盯好
人，然后让主攻20公里的王瑞向前冲。”于伟说，
大家在比赛中的配合非常默契。

家有于伟 如有一宝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山东队，30岁的于
伟就是这样一位老将。

刚刚比完伦敦田径世锦赛50公里比赛，3天

后还要参加全运会50公里比赛，尽管比赛强度
如此之大，于伟还是毫不犹豫参加了20公里团
体比赛，“20公里团体和50公里个人都有希望，
哪一项在前面就先拼哪一项，拼下来也能为下
一项做很好的准备。”于伟说。

伦敦田径世锦赛结束后的第二天，于伟就
飞回国内，在日照备战全运会。刚刚参加完大
赛，体力消耗极大，还要倒时差，备战的过程极
其辛苦，“虽然很累但还要顶住，训练的第一周
以量为主，后面以强度为主，比赛前一天还在上
强度。”

于伟不仅为山东队走出了一个好成绩，还
在队里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全运会毕竟是大
赛，年轻队员对大赛的理解可能差一些，我参加
的大赛比较多，经验丰富一些，尽量引导他们，
让他们放轻松。”

常年训练和比赛，于伟的婚事一拖再拖，今
年1月7日，他终于完成了终身大事。于伟说，他
和妻子从小学就是同学，属于青梅竹马。全运会
上，有很多运动员的家属到现场观看比赛，但于
伟从不让家人看自己比赛，“竞走太苦了，之前
有前辈在家乡比赛，父母看了后哭，还是不要看
了。” （本报天津9月4日电）

山东队蝉联全运会男子２０公里竞走团体冠军

一老六新 抱团夺金

新华社天津９月４日电 ５日中国体育界最受关
注的赛事当属国足客场对阵卡塔尔。国家队常客张
玉宁因种种原因，未进入“刷卡”阵容，他将出现
在这天的全运会足球赛场。中国首名收获国际田联
钻石联赛钻石大奖的运动员巩立姣，将出战女子铅
球比赛。

５日的全运会赛场将在游泳、田径、高尔夫
球、体操、乒乓球等项目产生２２枚金牌。

８月１８日，中国足协为备战世预赛１２强赛公布
了一份集训名单，其中包括德国云达不来梅前锋张
玉宁。然而，国足在武汉备战与乌兹别克斯坦比赛
时，张玉宁因俱乐部原因未能及时归队。沟通不畅
之下，国足主教练里皮直言“不能接受”，张玉宁
未随国足前往多哈。

全运会男足２０岁以下组半决赛恰逢国际比赛
日，张玉宁日前接受征召来到天津，他将于５日晚
代表浙江队出战半决赛。４月的预赛中，他代表浙
江队屡有进球，显示出在这一级别比赛中的统治
力。上届全运会，张玉宁为浙江队拿下一枚银牌。
本届全运会是他与一同成长的队友争夺全运金牌的
最后机会。未能赴多哈为国足最后一丝出线希望拼
搏，他将在全运赛场拼尽全力弥补遗憾。

田径赛场，河北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风头正
劲。她在全运会前先后拿下世锦赛、钻石联赛苏黎
世站冠军，并成为首名收获赛季钻石大奖的中国选
手。此前两届全运会，她连续获得女子铅球冠军。
实力、经验俱增的她再战全运会，“三连冠”可
期。

刚刚夺得百米大战冠军的谢震业，已晋级５日
的男子２００米决赛。作为这一项目全国纪录保持
者，他肯定不希望这块金牌旁落。

碧波池同样好戏连台。在本届全运会已两次超
亚洲纪录的河北小将李冰洁被称为“女版孙杨”，
她将在５日出战女子８００米自由泳比赛；已夺得男子
１００米自由泳冠军的河南队宁泽涛将在５日参加男子
５０米自由泳比赛。

张玉宁不“刷卡”战全运

“钻石”巩立姣期待三连冠

□ 本报记者 王磊

47秒92！9月4日晚，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
100米自由泳决赛结束争夺，宁泽涛再次游进
48秒内，成功卫冕该项目的冠军。获胜之后的
宁泽涛，没有张扬的庆祝，只是在泳池中默默
地给自己鼓了鼓掌。

“宁泽涛，宁泽涛！”伴随着数百名“包子”
女粉丝的尖叫，宁泽涛摘掉泳帽，走出泳池。按
照惯例，所有的冠军都会在混采区驻足，先是
央视的采访，接着是地方电视台和纸媒的采
访。但宁泽涛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预选
赛如此，半决赛如此，决赛还是如此，在婉拒了
央视的采访后，宁泽涛又以鞠躬、谢谢的方式，
告别了混采区。

“冷”，这是宁泽涛重回全运会赛场后，给
人最大的感觉。宁泽涛的沉默，让很多看台上
的观众感到很意外———“我们的‘包子’到底怎
么了？”更让一些苦苦等待的记者不满———“四
年前的辽宁，他还是礼貌有加，热情面对各家
媒体的采访，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大牌了？”

躲得过混采区，却躲不了赛后的发布
会。作为冠军，宁泽涛必须得说些什么。一
套有些官方的感谢词，是宁泽涛在发布会上
的开场白：“很高兴能够来参加发布会。从五
月恢复训练到现在，很感谢布朗教练和我的
家人……”

感谢词之后，宁泽涛终于直面记者的提
问。四年一轮回，十二运的宁泽涛初出茅庐却
一鸣惊人，随后便迎来世锦赛的巅峰。但奥运
过后又是一地鸡毛。如今的十三运再次夺冠，
宁泽涛有什么感受？宁泽涛说：“从20岁到24
岁，从男孩到男人，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成长
了。”宁泽涛的回答，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
是他付出的努力却不止于这些。

篮球巨星科比曾经用凌晨四点的训练，来
描述自己是如何走向成功的。宁泽涛虽然没有
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却见过凌晨四点的澳
大利亚。为了重回巅峰，宁泽涛在布朗教练的
要求下，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随后驱车赶

往游泳馆，在五点前就会开始一天的训练。
远离国内复杂的舆论氛围，远离一个又一

个的商业广告，宁泽涛过得更加单纯。除了训
练之外，宁泽涛每天都和家人一起买菜做饭，
生活过得很充实，就像他自己说的，“全新的生
活，不一样的体验。”这样轻松的生活，也帮助
宁泽涛很快找回了状态。在国家队鏖战世锦赛
之时，宁泽涛在澳大利亚当地的比赛中，游出
了46秒64的个人最好成绩。

天津全运会，是宁泽涛复出之后的第一次
大赛，也是他重回巅峰的开始。47秒92，虽然与
他个人的最好成绩还有一些差距，但已经是他
自从2015年喀山世锦赛之后的最佳成绩，比四
年前全运会夺冠的成绩快了0 . 35秒。

“目前专注于比赛，还没想以后的事情。”
谈到未来的打算，宁泽涛没有正面回答。

（本报天津9月4日电）

□记者 王磊 报道
本报天津9月4日电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跳高

决赛今天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结束争夺，山
东选手张国伟虽然跳过与冠军同样的2米27的高度，
但因为是第二跳过关，最终屈居季军。

作为2015年世锦赛的亚军得主，张国伟在开局
发挥十分稳定，在2米10、2米15、2米20和2米24四个高
度上，都是一次跳过。但是在2米27的高度上，张国伟
第二跳才通过，而北京队的王宇和天津队的王臣都
是一跃而过。随后，张国伟冲击2米30的高度，但是三
次试跳全部失败。

赛后，张国伟透露自己有伤在身，正在慢慢恢复
中。不过，他也表示：“有了这次全运会的积累，明年
肯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现在才26岁，我希望33
岁之前，我能跳过2米40。”

全运会男子跳高遗憾摘铜

张国伟：

希望３３岁前跳过２米４０

□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报道
本报天津９月４日电 今天下午，第十三届全运

会小轮车决赛在天津团泊体育中心小轮车场地举
行。山东两员老将联袂出战，最终孙越夺得银牌，
朱岩夺得铜牌，金牌被天津选手李晓刚获得。

虽然没能夺得金牌，但省场地自行车中长距离
组和小轮车主教练王象彬对两位身兼教练和队员的
弟子的表现感到很满意，“两名队员都是打了四届
全运会的老队员了，朱岩是十一运的冠军，孙越是
十二运的冠军，两名队员能有今天的成绩，应该说
已经很不容易了。”

本届全运会，王象彬负责的场地中长距离组和
小轮车加起来总共获得2金1银5铜，对于这个成绩，
他说：“我最欣慰的，是在场地和小轮车赛场我们新
生力量的成长。比如场地自行车我们有两组非常年
轻的选手获得两枚铜牌，他们组队只有两年十个月，
就在夺得全运会铜牌，在全运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
的。另外，小轮车女子赛场，我们的小队员王梦瑶决
赛中摔跤了获得第八名，还有男子组的林浩超，虽然
没能进入前八名，但他们本周期在同年龄组的比赛
中，都常常是包揽前三名。”

全运会男子小轮车决赛

山东收获一银一铜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天津9月4日电 9月1日至4日，第十三届全

运会群众项目的收官战——— 乒乓球比赛在天津中国
民航大学举行，山东队参加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以
及男、女30-39岁组、40-49岁组、50-59岁组、60岁以上
组各四个组别的单打比赛。最终，我省袁洪丽在女子
单打50-59岁组别中获得一枚铜牌，为山东参赛本届
全运群众项目收官。

53岁的袁洪丽是一名公务员，8岁开始进入业余
体校学打乒乓球。她说，乒乓球不仅能锻炼手、眼、腿
的协调性，还能结交很多朋友。在三、四名争夺战中，
她充分发挥了防守特长，最终战胜了湖南选手，获得
一枚宝贵的铜牌。

在其他几个项目的比赛中，我省的李伟获得男
子单打40-49岁组的第四名，丛本艳获得女子60岁以
上组第五名，曹杰获得女子单打30-39岁组的第八
名，男子团体最终获得第六名。

山东乒乓球一铜

收官全运会群众项目

□新华社发
▲9月4日，山东队队员王瑞(右)在比赛中。

宁泽涛：更专注比赛的“沉默冠军”

□ 本报记者 王建

55秒99，个人最佳成绩！9月4日，当王欢冲
过女子400米栏的终点时，计时器上的时间停留
在这个数字上。对王欢来说，这个数字让她夺得
了冠军；而对于山东田径队而言，这个数字意味
着时隔8年再夺全运会女子400米栏冠军。

从2005年开始，山东田径称霸全运会女子
400米栏项目——— 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运会，黄
潇潇两夺冠军。

本届全运会，23岁的王欢又接过了前辈们
的接力棒。

赛前改变上栏技术

女子400米栏的预赛分三组进行，每组的前
两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晋级决赛。9月
2日的预赛，王欢在第三组出场。前八个栏，她的
发挥非常完美，但在最后两个栏，节奏出现了问
题，速度下降，最终获得第三，以两个成绩最好
的小组第三之一闯入决赛。

“最后两个栏心理出现了问题，想的太多
了。”王欢回忆比赛时说。

王欢所说的心理问题，不是这次比赛才出
现的，根源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之前的比赛成
绩不好，也有伤，在栏上失败多了，就害怕，害怕
再受伤，有点抵触，想少跨。”王欢曾经获得过
2014年和2015年这个项目的冠军，只要正常发
挥，拿下这枚金牌就是水到渠成，但这样的状
态，让她变得不被看好。

关键时刻，山东短跨队总教练张增惠的一
个调整，让王欢重焕生机。“按照原计划，我的节
奏是前七个栏16步上，后三个栏17步上，马上要
开始比赛，教练决定让我前五个栏16步上，后五
个栏17步上。”

这一改变的效果立竿见影，“16步上七个栏
需要很拼才行，上五个栏相对轻松。”王欢说，技
术上的变化给她带来了信心，让她放开去拼了。

预赛获得小组第三的王欢，在决赛中第一

个冲过了终点。55秒99，这个成绩不仅让王欢收
获了金牌，还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她因此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因为最近一年都跑得不好，能
不能跨下来我也没数，完成比赛后很激动。”

从400米改练400米栏

作为全运会冠军，王欢是女子400米栏的顶
级选手，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最初练的其实
是400米。

上届全运会后，王欢开始从400米转项到
400米栏，“400米栏是我们队的传统传项，要以
400米为基础，教练觉得我的400米能力比较强，
栏上的技术也很协调，就让我转项。”

400米和400米栏，字面上只有一字之差，但
转换起来却并不轻松，“节奏完全不一样，我跑
400米的时候一路冲就行，400米栏不行，我出现
的失误就是因为老按照400米的节奏跑。”

王欢说，完成转变除了多练没有别的办法，
在这一过程中，山东短跨队领队黄潇潇给了自
己很多帮助，“黄领队会跟我说，因为她亲自经
历过，所以对我很实用，我受益很大。”

改项之后，只用了四年，王欢就成为全运会
冠军，她表示，自己进步很快，主要是因为400米
的能力比较好，未来心理再强大一些，成绩还会
继续提高。

（本报天津9月4日电）

跑出个人最佳成绩，王欢获全运会女子400米栏金牌

小组第三 逆袭夺冠

□新华社发
9月4日，在粉丝的尖叫声中，河南队选

手宁泽涛以47秒92的成绩夺得男子100米自由
泳冠军。

□记者 李勇 报道
▲粉丝的助威设备各式各样，整个游

泳馆就像大型演唱会现场。

□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天津9月4日电 今天，第十三届全运

会摔跤比赛拉开战幕。在男子古典式摔跤７５公
斤级比赛中，山东选手杨斌如愿获得75公斤级
冠军，弥补上届全运会屈居亚军的遗憾。

决赛中，面对辽宁队的张日东，杨斌率先取
得一分。随后的比赛进入胶着状态，张日东屡次
尝试进攻，均被防守稳健的杨斌一一化解。比赛
行将结束时，张日东发起最后一搏，杨斌沉着应
对，再次化险为夷。最终，6分钟的比赛结束，实
力更胜一筹的杨斌以技术分优势战胜对手，首
度加冕全运会桂冠。

夺冠后，杨斌亲吻了自己的右手中指。四年
前的第十二届全运会上，杨斌还是个初出茅庐
的小伙子，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一路打
进决赛。但就在他离自己的首枚全运金牌近在
咫尺时，却发生了意外。决赛中，杨斌折断了右
手中指，他忍着剧痛坚持完成比赛，获得亚军。

经过了四年的苦苦等待，杨斌卷土重来，终
于在本届全运会上圆了冠军梦。正因如此，才有
了比赛结束后，杨斌亲吻自己四年前受伤的手
指这一举动。

在接受采访时，杨斌表示，这次比赛他唯一
的目标就是冠军，甚至拿到亚军都是失败。“四
年前我还是个毛头小子，经过一个周期的积累，
我比之前更加成熟了，这届全运会我就是为了
冠军而来。”

男子古典跤７５公斤级杨斌夺冠

四年前“断指”失金

四年后如愿以偿

□记者 李勇 报道
▲夺冠后，王欢(左)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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