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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我是小棋王”2024年武汉市中

小学生象棋校际联赛将在汉阳区钟家村方岛
小学举办。目前，已有来自全市各区的23所
中小学约300名小棋手报名参赛，其中不乏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地方大师称号的高手。

武汉市象棋协会秘书长陈勇介绍，本次
比赛是史上首次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
主办的全市范围的中小学生象棋校际联赛，
无疑将给武汉市象棋运动的发展带来巨大的
推动力。陈勇表示，这些年武汉市的象棋项

目在青少年普及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在高水
平竞技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最直接的
表现就是缺少高水平的精英选手。本次比赛
一方面是继续推动象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
想对武汉市青少年象棋爱好者做一个彻底地
摸底，有利于下一步工作。

本次赛事属于公益活动，免收报名费
用。本次比赛由武汉市教育局、武汉市体育
局、武汉市慈善总会、长江日报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 （文：张琳）

“我是小棋王”本周六开赛

6月28日，2024年中国健身健美精英职业联赛（武
汉站）在武汉体育馆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位选
手参加。经过两天的激烈争夺，最终排定了7个大项
28个组别的名次。

本次比赛设有男子古典健美、传统健美、健体、健
身模特和女子健身比基尼、健身模特、形体共7个大项
的比赛。在现场可以看到，随着炫美的灯光、动感的节
拍，运动员踏着稳健的脚步登上舞台，他们用精彩的表
现奉献了一场力与美交融的视觉盛宴。

湖北商贸学院体育老师冯亚孺，在夺得健身比基
尼项目冠军后说：“参赛的都是国内一流水平的选手，
竞争很激烈。为了这次比赛，我练得很苦，也做足了准
备。都说练健美‘三分练七分吃’，要科学饮食，管住自
己的嘴，真的是需要非常强的意志力才行。”

中国健身健美精英职业联赛由中国健美协会主
办，武汉市体育局、硚口区人民政府承办。获得传统健
美80公斤级第一名和全场第二名的名将王森贵，也曾
多次获得洲际冠军，他感慨地说：“比赛组织得很好，舞
台很漂亮，服务很周到，希望明年能继续来武汉参赛。”

中国健美协会主席张海峰也肯定了比赛组织工
作，他说：“这是我们连续第三年在武汉举办这项比赛，
参赛运动员对武汉已非常熟悉了，武汉也给我们所有
人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湖北武汉健身健美运动的
普及工作做得不错，有不少高水平的运动员集中在高
校和社会俱乐部里，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爱好者加入健
身健美运动。”

（文：张琳 夏璇）

晨曦初露，汉口广场中心花园里，一群身着白色太
极练功服的市民正随着舒缓轻柔的古曲，搂膝拗步，手
挥琵琶……领头的一位中年女子，偶尔会扭头轻声提
示：“调整呼吸，放松点，不要憋气，注意动作到位！”

女子名叫肖敏，53岁，目前是武汉市的一位二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不论春夏秋冬，除了特别恶劣的天气
外，她都会准时出现在这个晨练点上，为附近社区居民
提供太极拳、太极剑的教学服务，肖敏教过的学员已成
百上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个晨练点已成为这里
的一道独特风景。

肖敏说，自己练太极拳属于“半路出家”。早年间，
因为身体较差、体质弱、经常生病，偶然看到小区的邻
居在练太极拳，于是就跟着一起练。最初只是为了强
身健体，但练了一段时间，她感觉身体状况慢慢好了起
来，就此爱上了太极拳。

2018年，肖敏进入武汉市老体协武术专委会，开始跟
着杨淑华老师系统地学习太极拳。杨淑华是湖北武术队
第一批专业运动员，习武已有60余年，近些年将全部精力
放在太极拳的推广和普及方面，弟子遍及全省各地。

“杨老师非常善于因材施教，在指导训练中要求严
格，这使得我在短时间内进步很快，先后在区、市、省级
比赛上取得优异的成绩。2019年，我参加武汉市全民
健身运动会武术比赛获集体剑术一等奖。2021年，在
第四届湖北省“福寿康宁”老年人体育健身系列赛事、
太极拳交流活动中，以最高分取得个人42式太极拳第
一名，并被评为优秀运动员。”肖敏说。

随着个人水平的提高，肖敏也开始承担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工作，在社区晨练点指导居民科学地进行太
极拳、太极剑的锻炼。“我能成为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主要还是受到杨淑华老师的影响。这几年正是在杨老
师的指导下，我慢慢成长沉淀，也通过各类考试拿到武
术段位级别、裁判员证书、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肖敏
说，“杨老师说要让更多人了解、接触中国武术，让更多
人参与太极拳。这是她作为一位老师最受人尊敬的地
方，平时她认真负责，而且是无偿地、毫无保留地把武
术精华传授给我们，希望我们用学到的知识技能去帮
助更多人。”

作为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肖敏说自己最开心的
时候，就是看到一位学员通过练习，从完全不了解太极
拳到熟练地掌握一整个套路。“和所有体育项目一样，
练习太极拳也需要科学的方法。平时练习中，学员们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气息的控制。有的人不理解诀
窍，刻意地去憋气，这不但不能有益身体，反而有害。
所以这个时候指导员的作用要发挥出来，要耐心讲解，
教他们慢慢体悟和掌握练习的关键。”

汉口花园晨练点的学员们正在练习的是杨式太极
拳85式，一般人从完全不会到熟练掌握大约得一到两
年时间，在这样反复的练习中，肖敏与学员们也建立起
了良好的关系。“我曾经是一位幼儿教师，以前教的是
五六岁的小朋友，现在天天打交道的是五六十岁甚至
更大年纪的老朋友。但不管小朋友还是老朋友，都需
要付出真心和耐心。”她说，“时间长了，我也得到了众
多学员的信任，他们只要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都会
主动跟我交流。他们的信任令我骄傲，但同时也是压
力、动力。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太极
拳水平，通过参加高水平比赛来提升自己。我想，大家
既然这么信任我，那我只有尽我所能，把最好的内容教
给他们，才算不辜负这份信任。” （文：张琳）

6月29日，广东省横渡方队在广州市附近
的荷溪水库进行了 2000 米游程的训练，这是
该方队组建完成后进行的第 9 次训练。自
2006年首次组队参加武汉渡江节以来，广东泳
友几乎每年都会来武汉参加这场一年一度的
狂欢。

“广东泳友的热情非常高，大家都想去武
汉，但名额有限，我们只能严格按照组委会的
标准进行多轮选拔，优中选优，最终才组成了
今年的方队。”广东方队领队、广东省冬泳协会
会长肖志雄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肖志雄介绍，广东已连续多年组队参加武
汉“7·16”渡江节。今年，协会对报名人员进行
了多轮选拔，报名者首先需要自测，达到静水
10 分钟内完成 400 米蛙泳的水平才有资格报
名，然后再按正式测试赛的成绩排名。“报名参
加测试的有 150 多人，最终按排名，游得最慢
的也在 9 分 30 秒以内。7 分多钟、8 分多钟完
成的人占了大部分。”肖志雄说。

他介绍，今年的广东方队只保留了10余名
有经验的老队员，其他40余人都是第一次参加
武汉渡江节的新手。“相比之下，7月份的长江水
情比较复杂，要完成横渡，特别是列队集体横
渡，确实需要一定的游泳能力，这也是我们采用
特别严格的标准来选拔队员的原因。”

广东方队组建成功后，开始在广州的北江
进行训练。北江的水流相对较急，基本可以模
拟长江里的水情。经过8次训练，广东方队已
经基本具备了横渡长江的能力。“广东队的训
练效果很不错，从现场情况看，整个方队下水
和起水都能保持整齐划一，在水中队列也很整
齐，一看就是下了真功夫的。”前往广东方队训
练现场观摩指导训练的武汉市社体中心相关
人士表示。

在肖志雄心中，横渡长江已成为一种情
结，长江也成了连接广州和武汉两座城市以及
两地市民的一个纽带。肖志雄回忆道：“我们
是 2006 年第一次参加武汉渡江节，那年正好
广州市恢复了横渡珠江的活动。当时我们冬
泳协会作为第一方队渡过了珠江，然后大概一
周后，我们整个方队集体受邀前往武汉参加渡
江节。只是 2006 年因为长江水情的原因，横
渡长江改成了畅游长江。从 2006 年以后，武

汉只要办渡江节，我们都组队参加了。由于我
的工作重心在组织团队上，所以我个人直到
2017年才第一次完成了横渡长江的夙愿。”

肖志雄年少的时候，父亲在广州黄埔造船
厂工作。船厂位于珠江的小岛上，四面环水，
所以他从小就跟着父辈在珠江里游泳玩水。
长大后，肖志雄立志要游遍祖国的大江大河。
近20年来，他先后畅游过长江、黄河、珠江、松
花江、汉江、湘江、赤水，还曾横渡过日月潭。

“我们这些爱游泳的人，就希望能够游遍
大江南北。当然，这些年也游了不少江河，最
让我们激动的还是横渡长江。”肖志雄说，“长
江是母亲河，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要完成游
遍中国的目标，长江是首选。而且，武汉渡江
节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项运
动，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精神，需要人们不
断传承，我们方队都期待着今年再次横渡长
江。” （文：张琳）

7月1日，备受关注的青山区全民健
身中心开始试运营，从附近区域到现场
健身休闲的居民络绎不绝，他们纷纷点
赞：“家门口新增了这样一座又漂亮又
先进的全民健身场馆，以后锻炼身体就
不用往远处跑了。”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位于冶金大
道与沿港路交会处东北侧，北邻青山少
年宫，南邻武钢博物馆，地理位置优
越。当天，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一共四层，设有游
泳馆、篮球馆、乒羽球馆等，设施非常齐
全。

一楼大厅面积为800平方米，整体
空间以白色和原木色打底，搭配跳跃的
青绿和象征赛场荣耀的金色，凸显青春
与活力。整个一楼设有接待大厅、健身
房、综合馆和瑜伽室等，明亮的接待大
厅里还设有一个轮滑冰球训练场，两队
小球员手持球杆，脚踩滑轮，你来我往
激战正酣，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健身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五脏
俱全”，配置了登山机、史密斯机（深蹲
架、卧推架等器械结合）、大飞鸟（拉力
训练器）等有氧器械和力量训练器械
等，为健身爱好者提供舒适便捷的环
境，满足他们的不同健身需求。

综合馆区域设置为少儿体适能区
域，这里开展的少儿体适能训练课内容
丰富多样，可满足3—12岁儿童的体能
锻炼，帮助孩子们掌握跑、跳、攀登、抓
握、投掷等运动技能，全面提高少儿的
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为他们带来全新
的健康体验。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的最大亮点
在二层，这里有一座8条泳道的恒温游
泳馆。据介绍，这座恒温游泳馆按照赛
事标准打造，除8条泳道外，还配备了跳
发台以及赛事等候区。游泳馆水温恒
定在28℃，游泳爱好者可全年不限季节
畅享水中乐趣。

为了让不同年龄和水平的游泳爱
好者享受玩水乐趣，游泳池分为深水区
（1.6m-2m）和浅水区（1.2m）。不同的
是，浅水区通过安装垫层打造了4条专
属泳道，空间更大，乐趣更多！

土生土长的青山“90 后”市民小翁
说：“还记得小时候，这里是露天游泳
池，每到暑假就爱和小伙伴来这里扎猛
子。”看着焕然一新的游泳馆，爱好游泳
的他感慨道，“现在的孩子们真幸福，夏
天游泳再也不用忍受烈日的煎熬了，而
且场馆内还配置有干净整齐的淋浴室

和更衣室，运动后正好洗掉全身的疲
惫，简直不要太舒服。”

设在二层的武术馆，既可以满足武
术日常训练和比赛场地需要，也可以作
为跆拳道等其他搏击类比赛场地使用。

全民健身中心三层目前主要作为
办公用房、舞蹈培训室、国民体测中心
及设备间等。其中，国民体测中心集体
质监测、科普宣教、健身指导、康复治
疗等于一体，可为居民进行身高、体
重、血压、心率、肺活量等生理指标，以
及运动能力、协调性、平衡能力、柔韧
性等身体素质指标监测，指导人们科学
健身。

四层设有 2 片赛事级标准篮球场
地、8片专业羽毛球场地，以及可摆放14
张球桌的乒乓球运动场地，空间开阔、
视野明亮。根据功能需求，篮球场和羽
毛球场可以通过临时铺设运动地胶进
行转换。

目前，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由青山
服务集团负责运营管理，为场馆提供专
业的运营服务保障，为广大体育运动爱
好者提供温馨舒适的体育健身环境。
在妇女节、重阳节、“六一”儿童节等节
假日以及部分时段，青山区全民健身中
心还将采取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为相
关人群提供优惠服务，为市民日常健身
提供方便。

在 7 月 1 日的试运营揭牌仪式上，
青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山区全民健
身中心试运营标志着青山区在推动全
民健身运动、提升群众健康水平方面迈
出了坚实一步，将极大地丰富辖区群众
的体育健身生活，为青山区体育事业注
入新活力，助力文旅体事业高质量发
展。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建成试运营，
既为青山区增添了一张全民健身和公
共服务的新名片，也为武汉市构建“12
分钟健身圈”增添了一块新拼图。

现场参观了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
场馆设施后，市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表
示：“多年来，青山区群众体育、职工体
育发展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各级各类
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丰富多彩，居民也
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此次青山区全
民健身中心试运营，为青山区居民提供
了一处就近就便参与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接受科学健身指导的场所，为青山
区乃至全市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了一个
新的阵地和平台。”

（文：张琳 张羽）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乒乓球馆。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

300余位健身高手
在汉展示力与美

她，让这个晨练点
成为一道风景

广东方队训练现场。（线索提供：李伟成）

广东泳友期待武汉“7·16”渡江节

游遍大江南北最爱还是长江

青山区全民健身中心试运营

武汉“12分钟健身圈”又添新拼图

肖敏（左一）带着市民晨练。张琳 摄

运动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