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跳、回旋，再来个撑地翻转⋯⋯走进
杭州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伴随着动
感的音乐，郑铭伟正在为参观市民即兴表
演霹雳舞——今年杭州亚运会霹雳舞赛事
将在这里举办。

郑铭伟个子不高，身材壮硕，跳起舞来
灵活律动。如果没看到他胸前挂着的工作
牌，还会以为他是运动员。

郑铭伟出生于 1991 年，是温州瑞安
人，15岁开始学习霹雳舞后，他一路参加过
国家、省、市各级赛事，而后转型当霹雳舞
教练员、裁判员。现在，他是杭州亚运会霹
雳舞赛事的竞赛技术运行团队成员。

“我们团队成员一共 9 个人，今年 2 月
入驻亚运场馆集中办公，负责竞赛技术运
行保障工作，我主要负责器材和设备的采
购、安装及安全使用，此外还要参与舞台设
计等。”郑铭伟说。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是为
霹雳舞赛事“搭舞台”。比赛期间，他还要
全程观赛，确保舞台涉及的各种设备安全
运行。

随着亚运会临近，他最近忙着做最后
的场馆布置和换场预案工作。虽然不能上
场竞技，但能在幕后出力，郑铭伟依旧感到
骄傲。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内，场馆顶
部中央和侧壁都安装了 LED 大屏，恢宏大
气。这里不久前举办过亚运会霹雳舞测试
赛，场馆里还保留着横幅。“通过这次测试
赛，我们预演了亚运会舞台效果，对办赛水
平进行全流程检验。”郑铭伟说。

霹雳舞极具观赏性，这项街头舞蹈今
年是首次进入亚运会。此后，霹雳舞还将
登台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因为是首次，我
们没有相关办赛经验可以参考，赛事筹备
从零开始、难度大，我们要精益求精，筹备
一套好的方案争取为霹雳舞今后的大型赛
事提供借鉴。”郑铭伟说。

“霹雳舞的舞台观赏性极强，需要体现
运动员的协调和力量，因此场地的舞美、设
计创意都很重要。”郑铭伟介绍，光是追求
舞台创意，团队就划分出多项细节，包括示
分器、音响、舞台地板设计等。

竞赛场上常用的示分器，主要显示数
字变化。霹雳舞竞赛舞台的示分器不太一
样，需要显示的内容非常丰富。郑铭伟介
绍，舞台上示分器被设计成大型的 LED 显

示屏，要展示每一轮斗舞选手的照片、多轮
选手的成绩和名次。

为了保证器材符合标准，来回调研、场
馆测试、提交申请、重新采购⋯⋯郑铭伟还
记得那些通宵达旦的日子，团队为了重新
梳理赛事场馆需要的器材等信息，前 3 个
月几乎每天熬到凌晨写调研材料。“因为我

们考虑细节到位，最终搭起了现在的舞
台。”在郑铭伟看来，一切辛苦都值得。

目前霹雳舞舞台设置成长方形，面朝观
众的是裁判席和显示屏，选手、观众可以围
坐，沉浸式感受霹雳舞的魅力。“等到赛事正
式举行，舞台还会再做调整。”郑铭伟说。

此次杭州亚运会上，霹雳舞和乒乓球

项目共用一个场馆。10 月 6 日至 7 日是霹
雳舞赛事时间。“乒乓球赛事结束后中间只
有 3 天的空档留给我们做转场准备。”郑铭
伟说，为此，他正忙着整理应急预案文件，
梳理赛事功能用房、观众座椅、灯光等一系
列转换内容，转场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充分
考虑。

在亚运场馆化身“细节控”，在生活中，
郑铭伟同样仔细认真。“10 年前比赛受伤，
才转型当了教练。”郑铭伟说，虽然不能上
场竞技，但他对霹雳舞的热情丝毫未减。

郑铭伟有多重身份：街舞国家一级裁
判员、浙江省街舞运动协会副会长、浙江省
街舞运动业余高级教练员，他还在温州创
办了自己的街舞馆，累计教过万余名学生，

“不少学生在霹雳舞比赛中获奖。”提到学
生，郑铭伟满脸骄傲。

为了全身心投入霹雳舞赛事相关工
作，郑铭伟坦言也做出了取舍。他停掉
了温州街舞馆的教学课程，在家人的支
持下只身来到杭州。“能见证这场国际盛
会，参与筹备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郑
铭伟说。

霹雳舞首次“舞”进亚运赛场，竞赛技术运行团队成员郑铭伟为器材设备忙碌着

备战新赛事备战新赛事，，我来搭舞台我来搭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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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面孔

8 月 13 日，2023 年全国软式网球冠军
赛、2023 年全国软式网球青少年锦标赛在
台州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身姿矫健的选
手奔跑跳跃着，忽然，一位选手奋力挥拍，
使出了一记高压扣杀。“Out（出界）!”坐在
赛场1.5米高的裁判椅上，许筱全神贯注地
盯着球的落点，准确而有力地呼报。

当天，许筱负责总共 10 场赛事的裁判
工作，赛程紧张。烈日灼灼，只见她草帽下
的脸庞满是汗水，不时滴落在地面上。

一场比赛结束，许筱将记分表上交给
裁判编排组，趁着休息时间过来见我们。
她热情洋溢，露在白 T 恤外的小臂肌肉线
条流畅，一点看不出是 52 岁的人。“这是杭
州亚运会前最后一场全国性软式网球赛
事，也是我们的一次练兵。”

软式网球是从网球派生出来的一项
运动，相对于标准网球的高度职业化，显
得“小众”一些，竞赛规则和标准网球有所
不同，对执裁的手势、呼报都有特定的要
求。许筱将参与亚运会软式网球的执裁
工作，她说自己“可能是裁判队伍里跨界
最大的一个”。为啥？许裁判走下球场，
就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药师，主
要负责药品质量监控。这般履历在一众
从事体育相关工作的裁判之中显得有些
另类。

许筱上大学时就喜欢网球。尽管热
爱，并曾在一些赛事中获奖，但她意识到
自己的技术水平、爆发力和体能，与高手
相比仍相去甚远，于是选择换一种方式接
近心中所爱。2015 年，杭州申办亚运会
成功，许筱动了念头：要以裁判的身份参
加亚运。

“有一次比赛我觉得赛程编排可以
更好，就以平常做实验写论文的心态写
了一篇优化建议，埋头写到凌晨两点。”
正是这份执着，让她得到了业界一位资
深裁判的认可，并领她入门。从此，许筱
开 始“ 过 关 斩 将 ”，关 关 难 过 关 关 过 。
2016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网球国家
一级裁判员；2018 年通过全国软式网球
国家级裁判员培训考核。之后，她执裁
了包括第十八届国际软式网球锦标赛等
在内的大型赛事，凭借过硬的履历拿到
了亚运会入场券。“疫情之前，一年基本
上会参与两场赛事的执裁，单位请假控

制 在 10 天 左 右 ，可 以 平 衡 好 工 作 和 爱
好。”许筱说，她的休假时间绝大部分都
消耗在网球上了。

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裁判，跨度不小，
也对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判
罚的准确性、沟通技巧以及规则运用的分
寸、尺度和时机等。随着亚运会临近，许筱
也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

首先，基础知识稳扎稳打。许筱床头
上放着全套的裁判培训资料，随身携带的

《软式网球竞赛手册》已经翻阅到边角都卷
边。此外，许筱还积累了一本记录不足之
处的“错题集”，随时拿出来复习。

其次，看过往比赛录像也是必修课。
最近，许筱看了很多精彩赛事回放，“重
点是看金牌主裁，尤其是有争议的环节，
同时会设想如果是我，会怎么处理。再对
比‘教科书式’的呼报、临场处理，去学习
提升。”

裁判的成长需要赛事去磨炼，知识点
书本上能学到，但灵活运用和临场掌控，只
有不断通过比赛去学习提升。在温岭市体
育馆，许筱经常主动给球友们当裁判。“裁
判做出一个判定，有时跟球员在规则条款、
执裁尺度把控等方面产生分歧，是很正常
的事，判定时首先自己要有底气。”她说，

“底气来源于准确和实力。除了通过大赛
积累经验，日常我还注意不断观察球的落
点来保持敏锐度和球感。”

有人说药师和裁判风马牛不相及，但
许筱认为二者其实是相通的，“药师用药严
格遵循指导，执裁也有一套详尽的规则，共
通点是严谨，我希望能把职业赋予我的严
谨态度带到裁判工作中。”

作为药师，许筱打网球也有自己的优
势——每次上网球场，她都会带上创口贴
和一些常用药，一旦球友遇到突发情况，就
能迅速处置。

这阵子，许筱对学英语也相当有紧迫
感。“之前跟国际裁判、球员用英语交流磕
磕巴巴的，所以我现在常看美剧、英剧来加
强口语，最近还看了小猪佩奇的英文版。”
说起这，她有些不好意思。

裁判也需要增强体能，许筱选择了打
网球，并逐步加大训练量。拍子一挥，网球
在空中飞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许
筱觉得，挥去的是烦恼，收获的是快乐。

温岭药师许筱跨界当上亚运软式网球裁判

执裁，像用药一样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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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铭伟示范
霹雳舞动作。
▲ 郑铭伟示范
霹雳舞动作。

◀ 郑铭伟（左）
和同事讨论霹雳
舞赛事舞台设计。

(本版图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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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许筱
在 2023 年 全 国 软 式
网球冠军赛、2023 年
全国软式网球青少年
锦标赛中执裁。
本报记者 夏逸凡 摄

▶ 许筱在温岭市第
一人民医院储药室检
查药品。

拍友 林桉然 摄

戴着白头盔、身着黄绿色骑行服、足蹬黑色长靴，驾驶警用摩托
车出没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及时排除拥堵和交通安全隐患，或处置突
发事件、服务市民⋯⋯英姿飒爽的他们有个很酷的名字：交警铁骑。

在金华，有一支由21名年轻人组成的交警铁骑分队——金华市
交警支队机动警卫大队直属铁骑分队。这支成立于2019年的队伍，
是从金华市近1000名交警铁骑中选拔出来的，平时主要负责稽查危
险驾驶、迎宾、铁骑队伍培训与监督等工作。接下来，他们还将在杭
州第 19 届亚运会金华分赛区的比赛中承担迎宾护航、巡逻安保、应
急处突等工作。

为了迎接亚运会，铁骑分队的队员们已经训练了两年。他们是
如何训练的，他们的装备有什么特别之处？近日，记者走进铁骑分队
一探究竟。

上午 9 时，早高峰刚过，机动警卫大队的会议室里，铁骑分队队
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即将启动的亚运火炬传递保障方案。这时，皮
肤黝黑的队员沈兴达走进来，惹得大家一阵调侃：“最近感觉变壮了
嘛。”

“穿上骑行服，是不是更帅了？”沈兴达笑着回应。1997 年出生
的他，加入铁骑分队已3年，是队伍的编队教练。

相比于省内杭州、宁波等地的“老牌”铁骑，平均年龄 26 岁的金
华交警直属铁骑分队，可以说是“小鲜肉”。但这支年轻的队伍，在
2021年浙江省摩托车警务驾驶技能比武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团体第
二名的佳绩，成为那次比武中一匹名副其实的黑马。

“走，去看看我们的座驾吧。”队员章鹏飞带着记者去参观。“这是
春风650摩托车，看起来块头很大吧。”章鹏飞拍了拍座椅，给我们介
绍起来。作为国宾护卫队的同款车型，铁骑分队配备的春风 650 摩
托车重达 530 斤，与街面常见的警用摩托车相比，要重上 200 斤，毫
无疑问是“重量级选手”。

除了大，这款浙江制造的摩托车亮点不少：车上安装了自动升降
挡风玻璃，可根据风速大小自行调节高低，减小风阻，保证骑手坐姿
端正；采用先进的 ABS 刹车系统，有助于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保持
车辆平稳；车头LED大灯，能有效增加夜间行驶照明距离，确保行车
安全⋯⋯

车好，骑手的综合素质也得好。21 名队员，平均身高约 180 厘
米，这不仅是为了满足礼宾工作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驾驭重型摩托
车的需求。当然，还要有技术。穿戴着整套骑行装备向我们走来的
王宗涛出生于 2001 年，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他说，每一位新加入
的队员都需要从最基本的控车学起，就算有摩托车驾驶基础，一般也
需要练习一个月，才能驾驭这台530斤的“老铁”。

接着，我们来到位于金华市警校的训练场地，队员们跨上摩托
车，演示了两种常用的任务编队。

第一种是快速通过。只见队员们在车队前后编队，快速带领车
队通过路口。“执行这一任务时，摩托车时速可能超过 100 公里。我
们训练的重点，在于道路前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应急处置，以及掉队
后如何安全归队。”沈兴达说。

另一种是巡游。队员们排成箭头形队列，以大约 10 公里的时
速，稳定、整齐划一地行进，前后车不超过 1.5 米距离。沈兴达和队
友接到过一次难忘的任务，就是采用巡游队列——2020年 4 月护卫
金华援鄂医疗队返金。“巡游的速度，可能比骑自行车还慢，对油门、
刹车的掌控要非常精准。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好队形
和节奏。”章鹏飞说。

这两种编队，最有可能在亚运会期间使用到，因此也是队员们练
得最多的科目。除此之外，队员们还要进行技巧训练，比如单桶绕桩
驾驶、8 字绕桩驾驶、窄路驾驶等，主要是为了强化队员遇到不同情
形时快速通过的能力。

“骑摩托车是技术活，我们讲求人车合一。”沈兴达告诉记者，必
须通过大量训练，才能培养出车感，实现人与车的默契配合。

从 2021 年 7 月亚运保障工作内部选拔算起，队员们的编队、技
巧、体能训练从未停止。不影响正常交通、安全快速执行任务、展现
浙江形象等要求，大家已经烂熟于心。

亚运会一天天临近，最近队友们加强了训练，除了日常工作，一
日两练雷打不动。这也让队员们的肤色日渐加深，体型越加健硕。

“我们要为护航亚运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任务，这是我们的荣耀。”
沈兴达说。

金华交警铁骑分队为亚运勤练兵

骑上“老铁”
护航盛会

本报记者 沈 超 见习记者 张竞聪

2020 年 4 月，铁骑分队护卫援鄂医疗队返回
金华（资料照片）。

铁骑分队正在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