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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武汉

8月27日凌晨，在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
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顶住
压力终以2比1逆转美国球员阿尼西莫娃，晋
级第二轮。全场比赛耗时140分钟。

郑钦文是本次赛事的7号种子。阿尼西
莫娃现世界排名第49，她是通过外卡获得参
赛资格的。

赛后，郑钦文表示：“今天对手开局表现得
更好、更强势，而且她的发球很猛，令我陷入了
她的节奏当中。我对后面两盘的表现还是比
较满意的，能够完成逆转我真的很开心。”

在被问到刚夺得的奥运女单金牌时，郑钦
文说：“为国家赢得荣誉真是很特别的感觉，现
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挺过来
的。不过金牌已被送回了家中，我没有像德约
科维奇那样把它带在身边。我现在要做的就
是专注于眼下的比赛，一场一场尽全力去拼。
感谢现场支持我的球迷，尤其是中国球迷！”

下轮比赛，郑钦文将迎战世界排名第65
位的俄罗斯选手艾丽卡·安德列娃，后者在首
轮淘汰了另一名中国选手袁悦。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美网首轮郑钦文逆转过关

日前，2024年“中润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击剑比赛、武汉市击剑公开赛两项赛事先后在江汉大学体育
馆举行，持续三天的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余名小剑
客参赛，共享击剑运动的快乐。

23日上午，2024年“中润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击剑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全市的300余名击剑小选手报
名参赛。本次比赛由武汉市内各击剑项目俱乐部组队参赛，设
有U6、U8、U14各组别男、女花剑、佩剑、重剑个人赛，年龄最大
的14岁、最小的5岁。

“武汉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为广大击剑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
示自己的平台，让社会大众更加深入了解击剑这项运动，通过广
泛的宣传、普及和推广，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击剑运动中来，
体验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市击剑协会秘书长李莉说。

24日、25日是武汉市击剑公开赛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
高水平运动员共800人参赛。其中来自武汉的剑手有近400人，
比赛共决出了男子花剑、重剑、佩剑，女子花剑、重剑、佩剑的个
人与团体共50枚金牌。“武汉青少年击剑水平除佩剑外，其他两
个剑种在全国来说都还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这次比赛集中了
全国同年龄段的高水平选手，对于武汉小选手来说这是一次学
习和提高的机会。希望他们把握住机会，奋力拼搏，在比赛中有
所收获。”本次比赛副裁判长冯湧说。

来自武汉二初的佩剑选手宋亦陈今年13岁，练习击剑已经
9年，实力不俗，多次夺得省市击剑比赛前三名。在三天的比赛
中，他共参加了15场比赛，仅仅在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击剑比
赛小组赛中输过一场，最终夺得2枚金牌。尤其是在25日举行
的武汉公开赛中，他越战越勇，以全胜战绩夺冠。

2项赛事2枚金牌，虽然场馆开着空调，但赛后的宋亦陈仍
然满头大汗，他冷静地说，今年开始升到U13组别后压力非常
大，“这两次比赛来得非常及时，正好可以检验我的训练水平和
心理承受能力”。对于未来，他充满期待：“武汉公开赛是中国击
剑协会D级认证赛事之一，打好了能多拿积分，争取打好后面的
其他分站赛事，去更高水平的年终总决赛”。

（朱文秀）

8 月 24 日，2024 年“中润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体育舞蹈（街舞）比赛在武汉体育馆举行。和着优
美的旋律，近 2000 名选手翩翩起舞，尽情展现自己对生活的
热爱。

据介绍，本次比赛其实是“四赛合一”，它既是武汉市第十
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体育舞蹈（街舞）比赛，同时还是中国·武
汉体育舞蹈公开赛、第二十二届武汉市体育舞蹈锦标赛以及
火种计划·巅峰对决街舞总决赛。四场赛事穿插进行，其中既
有武汉市的传统赛事，也有高规格的专业公开赛，还有街舞圈
的品牌赛事，可谓内容丰富。这也是继今年4月份的国际赛后
又一体育舞蹈盛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67支代表队，近2000
人次选手参与。选手年龄从五六岁到七十多岁，真正体现了
全民参与的理念。

为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组委会向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申请了27名国际级、国家级裁判员，武汉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选派20多名国家一级裁判参与本次赛事的执裁工作。

开幕式上，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的武汉体育舞蹈艺术学校，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柔美动人的中国舞以及炫酷的街舞表演，
此外还特别邀请到了刚刚远赴德国斯图加特参加 GOC 德意
志公开赛的部分获奖选手参与开幕式表演。聚光灯下，参赛
选手用充满青春活力的舞姿，为现场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
击与享受。

在当天进行的全民健身运动会比赛中。来自东方燕·艺
术中心的小选手官典雅表现不错，她说：“我学习体育舞蹈有3
年时间了，今天比赛我正常发挥了水平。”官典雅说，自己平时
很喜欢体育舞蹈，虽然练习起来有些辛苦，但每次都能见到不少
有着同样爱好的小朋友。在拉丁舞的众多舞姿中，官典雅说自
己最喜欢跳的是伦巴，因为伦巴舞姿柔美，跳起来非常享受。相
对而言，最难以掌握的是桑巴，不但技术动作复杂，而且要掌握
节奏，展现出舞蹈的层次感都需要长时间练习。

公开赛比赛中，贝凌风和束嫒嫒组合引人注目。两人都
是武汉体育舞蹈艺术学校的专业课教师。贝凌风告诉长江
日报记者说：“刚才的比赛我们发挥得还可以，但肯定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我们两个也是刚合作不久，所以还需要不断
通过高水平的比赛来达到默契。”对于本次大赛“四合一”的
形式，他认为：“我们俩是刚刚从德国赶回来，非常荣幸能够
参加本次比赛。有一句话说：运动使生活更加美好。我觉得
这样的比赛可以让我们与广大的市民朋友和体育舞蹈爱好
者更好地接触和交流。同时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能更多地
了解体育舞蹈的魅力，并且积极参与进来。体育舞蹈不仅能
够提升自己的情操、锻炼身体，真的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

2024年“中润趣谷杯”武汉市第十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由
市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长江日报传
媒集团组织运营，中润趣谷（武汉）文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独
家总冠名，各单项体育协会和社会体育俱乐部协办，武汉市东
湖医院全程提供医疗保障。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通讯员郭万茹）

“赢了！我们是冠军。”在第三十届武汉晚报中小学
生足球赛（简称“晚报杯”）俱乐部甲组的赛场上，夏珣率
领的万松园少儿俱乐部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在
孩子们的欢呼声中，主教练夏珣看着那一张张稚嫩而熟
悉的面孔，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这一批孩子我带了整整6年，从一年级刚进校时的
选拔，从不会踢球到逐渐成形……”夏珣说，这批孩子是
代表万松园路小学最后一次踢“晚报杯”了，“这个冠军，
也是属于他们小学时光最好的礼物。”

他进了三球，还是输掉了决赛

长江日报记者认识夏珣，早在20年前，那时他还是湖
北省1985年龄段足球队成员。那届全运队也云集了当时
湖北足球最强的一批球员，如姚翰林、蔡曦、周恒、陈浩等
许多人，都曾为汉军效力，而那届全运队也在2005年南京
全运会上获得第四名，平了当时湖北足球队全运会最好
成绩。此后夏珣前往五人制足球赛场发展，入选中国五
人制国家队并帮助球队首次打进五人制足球世界杯。

虽然作为职业球员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在夏珣的
心中，对于“晚报杯”一直有个小遗憾，那就是在他11岁

时，作为球员打进第二届“晚报杯”决赛，却以一球之差
与冠军擦肩而过。

夏珣告诉记者，那时他还是江汉区展览馆小学的学
生，他们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决赛，结果对阵的正是如今
他所执教的万松园路小学球队。“那场决赛是在武汉体
育馆里打的，在木地板上比赛，很高级的感觉，现场也是
人山人海。”夏珣说，那场决赛他记得很清楚，他独进 3
球，但球队最终还是4：5输了比赛，只拿到了亚军。

那时候的万松园路小学队很强吗？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那时的万松园路小学拥有后来被球迷誉为“汉军队
长”的姚翰林和前国足队长蒿俊闵。“这不就是姚翰林
吗？”夏珣从家中翻出了1996年的《武汉晚报》，指着照片
上两个“小朋友”对记者说道：“踢球的这个就是姚翰林，
防守他的这个就是我。”

有趣的是，在几年之后，夏珣和姚翰林一起入选了
湖北全运会，也一起在南京全运会上为湖北队征战。

执教十二载 拿下“晚报杯”冠军

相比一些在职业足球道路上走得更久的队友，夏珣
较早换了“赛道”。12年前，夏珣退役，在江汉区振兴路

小学成为一名校园足球教练，目前效力于上海海港队的
新晋国脚王振澳正是出自那所小学。

“在振兴路小学工作了 6 年，陆陆续续带过几批孩
子，但都是中途接手，带了一两年就又交出去了，不是很
成系统。当然啦，那时候刚刚从事校园足球教练的工
作，我自己同样不太成熟，也是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
夏珣说道。

经过了6年的沉淀和学习，夏珣追随校园足球专家
邓世俊，来到了万松园路小学。“邓老师对我很支持，放
手让我从一年级开始选拔、组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
常难得的机会。”正如夏珣所说，这次“晚报杯”夺冠的这
批孩子，都是从不会踢球开始，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
打磨，终于成为足球场上矫健的身影。“差不多三四年级
开始，我们就开始在一些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了。包括去
年的校园足球总决赛冠军，今年的‘晚报杯’冠军，都是
含金量很高的冠军。”

自己踢球时没能赢下的冠军，如今被自己带大的这
批孩子拿下了，对于夏珣来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感谢
这批球员，也希望他们接下来无论是读书还是踢球，都
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长江日报记者马万勇）

从百队到千队万人参赛
“晚报杯”从青涩到成熟

1995年，武汉市体育局、武汉市教育局、武汉晚报社
联合举办了首届晚报杯足球赛。当年，一百余支球队参
赛，因场地供给不足，分散到武汉各区进行比赛。如今，
30年过去，在武汉市体育局不断加大对足球场地建设的
情况下，武汉市建起的200余片足球场地遍布各区，让更
多的孩子能就近完成“晚报杯”预赛，这也有力促进了

“晚报杯”参赛队伍的壮大。去年“晚报杯”整体规模已
经达到“千队万人”水平，今年更上一层楼，在不计算预
赛参赛队伍的情况下，仅在塔子湖足球训练基地参加决
赛阶段比赛的队伍就增加了一百多支球队，达到了750
支球队。从百队到千队万人参赛，30岁的“晚报杯”从青
涩到成熟。

男女国脚助阵
“晚报杯”为足球少年插上梦想翅膀

30年来，“晚报杯”这个舞台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挥洒
汗水、释放激情。在这片绿茵场上，他们为了胜利拼搏，追
逐着梦想，展现出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许多曾经在
这个赛场上奔跑的少年，如今已成为职业足坛的佼佼者。

据统计，经过“晚报杯”历练的男女国脚有蒿俊闵、
曾诚、邓卓翔、王霜、姚伟等近30名球员，而各级国字号

球员更是近百名。他们从这里起步，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实现了自己的足球梦想。王霜就曾表示，“晚报杯”
是她梦开始的地方，自己有空也常常会回来看看，为赛
事打个Call，为孩子们颁个奖。

对于更多的参与者来说，“晚报杯”则是他们人生中
一段难忘的回忆，是他们追逐梦想的见证。据了解，许
多职业、专业球员退役后都开办了足球俱乐部，在培养
足球教练员的同时与各所中小学校联合，走进校园将足
球运动的种子散播开来，让武汉市的足球人口不断壮
大，为武汉市诞生更多的足球人才提供了机会。

今年“晚报杯”上，不仅新洲、光谷、江夏、黄陂等武
汉市偏远城区的球队数量有明显增加，就连孝感、咸宁
等不少外地球队也前来参赛。一个地区性的业余赛事，
影响力、覆盖面也越来越大。

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晚报杯”成为孩子们的节日

30年“晚报杯”的成长、壮大，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
的努力和支持。今年“晚报杯”首次推出的小程序为参
与者提供了快速、方便的报名渠道，也为大家提供了观
看比赛成绩、查看历史资料、欣赏其他球队表现的便
利。开设“足球小镇”、医疗团队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检
查、免费休息的空调房间、免费出行的园区摆渡车辆、免
费使用的防暑冰镇泡沫箱，还就近安排了康师傅、艳阳

天等安全、高品质的冰饮、餐饮售卖点。另外，还特别开
设“中心球场”，在组织了武汉市甲乙组最优秀球员参加
的“江南江北对抗赛”后，展开了由著名运动品牌“卡尔
美”进行的趣味足球系列活动，让所有的参赛球员在比
赛之余放松心情参与活动，免费领取活动奖品。

如果说，30年前的“晚报杯”是开辟武汉市足球新篇
章的话，30年后的“晚报杯”已经成为武汉市孩子们的嘉
年华、固定的节日。

荣膺全国精品赛事
“晚报杯”已成为武汉的城市名片

这30年里，“晚报杯”不断创新发展，赛事规模逐渐
扩大，参赛队伍越来越多，比赛水平也不断提高。已然
成为城市足球文化的一部分。“晚报杯”不仅吸引了众多
球迷的关注，也为城市增添了活力和魅力。在比赛期
间，球场边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成了赛场上的一
道独特风景线。在今年年初，“晚报杯”还被国家体育总
局评为《全国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回顾 30 年的历程，“晚报杯”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
事，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对梦想的追求。在未来
的日子里，相信“晚报杯”将继续书写属于它的辉煌，为
武汉的足球事业和城市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共同期待武汉晚报杯继续在这片绿茵场上
追逐梦想，创造更多的荣耀！ （周飞）

30年铸就青少年足球精品赛事

“晚报杯”从梦想走向荣耀

当教练的他，圆了儿时的冠军梦

近2000舞者竞艳

1100余名小剑客亮剑

8月27日18时30分，“晚报杯”夜场比赛将迎来新一
轮较量。

赛场塔子湖体育中心1号楼入口处，一辆白色轿车
刹停，车窗内一名家长心急火燎地冲着路边的保安喊：

“小孩比赛要迟到了，快让我进去！”
保安师傅则耐心地解释说：“里面连路边都停满了，

请您把车停在这边的停车场！”“还要走那远，小孩迟到
了么办？”

保安指指身后的一辆电瓶车说：“这里有免费摆渡
车送你们进去，一点不耽误！”

家长闻听马上转怒为喜道：“太好了！请你们把伢
先送到球场，我停了车再来……”

“晚报杯”小学组比赛开赛20天来，相似的一幕几乎
每天都在重复。随着摆渡车每天近两个小时的不间断

运转，越来越多的家长、孩子体会到组委会的这份细致
和贴心。“今年的‘晚报杯’跟往年是有点不一样啊，想得
真周到！”从武昌华农送孩子来参赛的市民张先生忍不
住为“晚报杯”组委会点赞。

负责赛事保障的新世纪鸿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塔
子湖项目经理罗德忠介绍说：“跟往年比，今年‘晚报杯’
确实有些不同。首先是天气热，而且高温持续时间远超
往年。二是参赛队伍多，小球员和家长多。每天晚上来
塔子湖中心的除了参加晚报杯的人外，还有游泳、打球、
健身散步的市民，叠加在一起，入园人数接近五千人，车
辆近两千辆。中心内停车位有限，为了避免堵车，同时
确保参赛小选手的安全，经组委会再三研究，决定在晚
上人车入园高峰期对中心内部道路进行临时管控，合理
疏导车辆停放。同时考虑到入口处停车场距球场还有

六七百米，天热路远，因此特意安排了两辆全封闭的电
瓶车进行循环摆渡，为家长孩子提供服务，也得到了大
家的理解和肯定。”

据介绍，为了给前来参加“晚报杯”的家长孩子提供
更好的体验，组委会和物业公司确实动了一些心思，在
多个环节进行了人性化设计，如增加安保人数，沿途巡
逻、疏导人流的同时，为需要帮助
的家长孩子提供冰水等降温防暑
物品。增加保洁人员，随时打扫确
保赛场周边环境的整洁。晚上散
场高峰期安排人员在三个出口处
手持缴费码，方便市民提前扫码顺
畅离场等。

（长江日报记者张琳）
扫描二维码
看精彩视频

8月 29日，第

三十届武汉晚报中

小学生足球赛（简

称“晚报杯”）将在

塔子湖足球训练基

地落下帷幕。作为

武汉足球历史长河

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晚报杯”见证

了无数足球爱好者

的青春与梦想，承

载着这座城市对足

球的热爱与执着。

小小摆渡车让今年“晚报杯”变得不同

小选手赛场针锋相对。 喻志勇 摄

“晚报杯”上的精
彩瞬间。

长江日报城市摄
影队黄有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