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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焦点时刻点时刻
杭州亚运会特别报道

她，出场便是焦点！
9 月 25 日晚上，杭州亚运会竞技体

操女子资格赛暨团体决赛第三场，当 48
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运动员奥克萨
娜·丘索维金娜登场时，黄龙体育馆的不
少观众欢呼起来，有人大喊着“丘妈”！
这是中国粉丝对这位体操界现役最“高
龄”运动员的昵称。“丘妈”身着国家队队
服，一头短发扎成利落发髻。

“丘妈”三次退役三次复出，这段传
奇经历背后的拼搏奋斗、永不言弃的精
神，早已超越体操运动本身的范畴。

48 岁的她，来到杭州亚运会现场。
记者带着“三问”，与“丘妈”进行了对话，
走近她的精神世界。

一问：为何再次复出，参加杭州亚运会？
当我们怀揣梦想时，就会无比强大。

“心中有梦，什么时候都不晚。”这次
来杭州，丘索维金娜说，就是冲着一个梦
想——在真正退役前，为祖国乌兹别克斯
坦再拿一枚重大赛事的奖牌。“我觉得，在
没有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任何奖牌的情况
下，我无法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她说。

当晚，丘索维金娜只参加了跳马比
赛。“因为我年纪大了。”丘索维金娜告诉
记者，受限于年龄和体力，她不可能每个
项目都全精力投入，所以把重点放在跳
马项目。

不仅是杭州亚运会，丘索维金娜还
在努力训练保持状态，争取代表乌兹别
克斯坦参加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如果
顺利获得参赛资格，她将成为现役第一
位连续参加9届奥运会的运动员。

她告诉记者，杭州给她留下了很好
的初印象，希望有时间能够出去逛逛，领
略下杭州的美景，更希望这里能成为她
的福地，实现夺牌的目标。

二问：是什么支持着她，一直坚持在
赛场？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唯有热
爱，才能不畏惧世间无常。丘索维金娜
将近40年的体操生涯，经历了三次退役

三次复出。
第一次复出，是为了给儿子治病，是

对至亲的热爱。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出，
则是对体操和祖国的热爱。

为实现“为祖国再拿一枚重大赛事
的奖牌”的心愿，她第二次复出，代表乌
兹别克斯坦参加了里约和东京奥运会，
但天不遂人意，都没有拿到奖牌。第三
次退役后没多久，她又选择复出，继续努
力去实现还未完成的心愿。

对于杭州亚运会，丘索维金娜丝毫不
敢松懈。在此前22日晚的赛台训练中，
记者看到，她把每个动作、每次跳跃都进
行了录像，然后与教练仔细复盘，寻找需

要改进的地方。25日晚上的资格赛，她在
跳马项目上名列第5，晋级决赛。

丘索维金娜说，她热爱这项运动，当
她来到赛场时，感觉就像鱼儿遇到了
水。“我现在更享受训练和比赛，因为我
意识到这是我为自己而做的事情。”对

“丘妈”来说，她的对手只有自己。
三问：离开赛场后，未来有何打算？
丘索维金娜说，比赛之外，她已在自

己的祖国推进另一件伟大的事情。她的
主要精力将放在家乡塔什干的体操学院
上。“丘索维金娜体操学院”即将正式落
成，将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孩子们提供完
全免费的教育。为了给体操学院提供更
多运营资金，她和丈夫至今仍然没有住
进自己独立的房屋，他们省吃俭用，是为
了挤出每一分钱，投入到孩子们的教育
上。“他们中的佼佼者将在未来代表我们
的国家参加世界级比赛。”她说。

之前，在亚运村里，记者遇到了乌兹
别克斯坦记者迪娜拉。“她是一位伟大的
运动员！”当记者与她聊起丘索维金娜
时，迪娜拉毫不掩饰自己对“丘妈”的欣
赏之情，并用“非常非常受欢迎”来形容
丘索维金娜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人气。

如迪娜拉所言，不论是在体操赛场
上，还是在人生赛场上，丘索维金娜都是
伟大的。

这种精神与情怀，也感动着、激励着很
多人。当记者告诉丘索维金娜，中国粉丝非
常喜欢她，称她为“丘妈”时，她爽朗地笑了。

三问“丘妈”
本报记者 唐骏垚 叶怡霖 张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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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日一星日一星

本报杭州9月25日讯（记者 沈听雨
张源） 9 月 25 日，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
依然水花翻涌、令人热血沸腾。

当晚，中国队共获4金6银2铜。徐
嘉余、汪雪儿、覃海洋、余依婷分别在男
子 50 米仰泳决赛、女子 50 米仰泳决赛、
男子 100 米蛙泳决赛、女子 200 米个人
混合泳决赛中夺得金牌。

57秒76！“蛙王”覃海洋理所当然地
成为最被瞩目的运动员。上午预赛打破
亚运会纪录后，他在晚上决赛中再次打
破自己刚创下的亚运会纪录。

今年24岁的覃海洋并不是新人，却
在这段时间不断“一鸣惊人”。

在 7 月的福冈游泳世锦赛上，覃海
洋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单届世锦赛上，包
揽50米、100米、200米蛙泳全部金牌的

选手，也是历史上第 3 个在男子 100 米
蛙泳项目上游进58秒的运动员。

根据世界泳联数据，此前中国男子
蛙泳的最好成绩是曾启亮在 1998 年珀
斯世锦赛上获得的100米蛙泳亚军。闫
子贝曾在 2019 年光州世锦赛获得男子
100米蛙泳季军。

一呼一吸之间，蛙泳，这种最古老的
泳姿，迎来了一位新的王者。

两届奥运会男子蛙泳“双冠王”、日本
名将北岛康介在日本体育月刊上盛赞覃
海洋的表现，称他“以令人惊异的表现，让
世人看到他是能够代表世界的运动员”。

北岛康介提到，福冈世锦赛覃海洋
包揽三块金牌这一不可思议的表现背
后，一定是高负荷的训练量，他兼具高超
的游泳技术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蛙泳，是一个对技术和体能要求很
高的项目，不同距离的游法更有着天壤
之别。

覃 海 洋 的“ 蛙 王 ”到 底 是 如 何 炼
成的？

蜕变的关键点在 2022 年初。覃海
洋加入了张雨霏教练崔登荣的团队。他
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更科学的训
练，成绩才逐渐有所提高。以前的训练
没有那么细，比如下水前的核心训练，小
肌肉群的控制，大肌肉群的锻炼，现在都
是分开训练的。”

游泳教练方俊杰曾获浙江省大学生
游泳比赛蛙泳 50 米 、100 米冠军。他
提醒记者，在亚运会比赛中，覃海洋在前
半程看起来游得较为省力，动作也比别
人少，相同的距离别人要花一个半动作，
而他只需要一个动作。

方俊杰如此解释：“一般运动员为了让
头快速下沉，会先耸肩再伸手，用高频率的
动作加快游速，而覃海洋则是先让身体拉
出水面，然后顶出胸背，最后才耸肩。”

在碧波之中，覃海洋把每个动作的

细节做到了极致，以获得更强大的爆发
力。方俊杰提示说，你会发现他的动作
频率不高，速度却很快，这对胸背力量的
要求很高。

记者了解到，覃海洋在去年冬训期
间，着重强化了自己的基础力量，经常负
重 180 公斤做深蹲。最终，他的身体维
度 宽 了 一 圈 ，体 重 也 比 以 往 增 加 了
10斤。

他曾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的训练视
频，手掌倾斜的角度、每次挥臂时划开的
水量，都要做到非常精确，也许一点点的
差别就会对整个游程产生不小的影响。

显然，覃海洋的新“蛙王”晋级之路
不止于此。

他直言不讳，期待在亚运会能把蛙泳
三块金牌都拿到。甚至，在赛后新闻发布
会上，覃海洋开始展望明年的奥运了，他
说：“这是中国游泳队备战奥运会的一次
检验，我们会在巴黎有更好的表现。”

““蛙王蛙王””覃海洋一天刷新两次亚运会纪录覃海洋一天刷新两次亚运会纪录

最古老的泳姿最古老的泳姿 最新鲜的纪录最新鲜的纪录
本报讯 （记者 刘健 张彧） 请允许我们，暂时将镜头

从中国滑板创纪录夺金的兴奋中挪开。今天，我们想记录
的是这块金牌背后父与子的故事。

9月25日下午2点，钱塘轮滑中心，男子碗池决赛，15岁
的中国滑板队员陈烨，以 84.41 分获得冠军，拿下中国队在
滑板项目世界大赛（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上的首枚金牌。

“爸爸，感谢你给我建了新碗池，感谢你每天给我当陪
练！”面对记者的镜头，他第一时间向远在广东中山的爸爸，
说出憋了好久的心里话。

陈烨是一名碗池运动员，也是一名高一学生；陈玩钦是
他的父亲，也是他的碗池启蒙教练。陈玩钦曾笑言：“我们
父子，都是7年前从零开始接触滑板，一同成长。”

为了教儿子，半路出家的父亲开起了滑板店。
陈烨登上领奖台的时候，望着手机里的现场直播镜头，

陈玩钦激动地将老婆吴晓昊抱了起来，转了好几圈。
电话那头，他断断续续地说着：“有想过拿个牌，但金牌

真的不敢说出来，最后一轮，他其实还藏有大招没放出来，
不小心失误了。”

7年来的风风雨雨，一瞬间再次占据了回忆的C位。
陈烨和滑板结缘，起于一次偶然的逛街。

“酷！爸，我要玩这个。”2016年元旦，父子俩一起逛商
场，陈烨一眼就看中了货架上的滑板，试玩后更是爱不释手。

“会不会是三分钟热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玩钦买
下了滑板，让儿子玩几天看看。

结果半年过去，陈烨对滑板依然爱不释手。
从那时起，陈玩钦便决定尽全力支持孩子的兴趣，“要

玩就玩出个名堂来”。
但在当时，广东中山专业的碗池教练很少，连培训班都

找不到。陈玩钦自告奋勇，上网搜索海量视频，学习拆解高
难度动作，再一一和儿子实操。

滑板太贵，不够专业，怎么办？
陈玩钦索性放弃原本的影视制作工作，租了个小店开

起了滑板店。“这样也有了更多时间，找地方陪孩子练滑
板。”

这一试，就是7年。这一试，试出了一个国家一级运动
员：

2019年进入广东省滑板队；
2020年全国滑板锦标赛男子碗池第二名；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碗池第二名；
2022年滑板国家集训队选拔赛男子碗池第一名。
现在，15岁的少年，已经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一切都好像做梦一样。”电话那头的陈玩钦说，“儿子
很喜欢玩魔方，家里已经有几十个魔方了，夺得亚运冠军，
我准备再奖励他新的魔方。”陈玩钦说，和儿子的下次见面，
暂定在中秋节，那是个团聚的日子。

小小的碗池中，不止有肆意的潇洒，还有遗憾和伤痛，
更有旁人看不到的付出。

在陈烨的眼里，“爸爸像个超人，总能给我惊喜。”最大
的惊喜，是一个“碗”。

2019 年，11 岁的陈烨加入广东省滑板队。此前租用
的简易场地，已经无法满足训练需求，必须寻找更专业的训
练场。

于是，没做过一天木工的陈玩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
定——自制碗池。运用自己学过的 3D 电脑设计知识，陈
玩钦将碗池从电脑建模还原到了场地之中。

第一次滑进自己的“碗”时，陈烨欢呼不已。
少年的成长，总是一眼一个样。很快，陈烨长高了，飞

起来的时候，总是容易撞到天花板。于是陈玩钦又租下了
一个面积900平方米、高9米的厂房，打造第二个碗池。“租
金不便宜，加上其他支出，一个月要2万元左右。”但陈玩钦
觉得，只要能让儿子好好滑，一切都值得。

这回，陈玩钦80岁的老父亲、姐夫和一位滑板教练，都
加入了DIY的行列。

就在今年 3 月，新碗池终于完工——最高 2.7 米的碗
池，还有 3.4 米的垂直大 U 池，以及两个基础小 U 池和街式
道具。

在陈烨的眼里，父亲就像一束耀眼的光，不仅指导着他
滑好每个动作，还照亮了他的人生，“我也想成为像父亲这
样的人。”

虽然创纪录地拿下了冠军，但给陈烨的奖励也只有一
个晚上的放松而已。

明天，陈烨就将前往南京集训，备战第一届全国学生
（青年）运动会。接下来，将加大国外集训的频率，多拿世界
大赛的积分。

“无论他飞到多高，我都会一直陪着他。”这对父子的目
光，已经投向了更远处。

一段更热血的父子情

滑板金牌背后的“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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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友团友团

本报杭州9月25日讯（记者 沈听雨
翁宇君 姚颖康） 叶诗文一出场，就收获
了全场最为热烈的掌声。当晚的女子
200 米混合泳比赛，她依然是这个项目
的亚洲纪录保持者。

这是她时隔 9 年再战亚运。仁川亚
运会上，叶诗文曾独揽三金。

不同的是，这一次，师妹余依婷在旁
边的泳道上。

今年18岁的小将余依婷，一直把叶

诗文视为目标和偶像。
2019年光州游泳世锦赛时，余依婷

年仅14岁。那可能是她第一次与叶诗文
一起参加重要比赛。当时复出的叶诗文
收获两枚银牌，余依婷尚未能进入决赛。

以后，她们就经常双双出现了，堪称
一对泳池里的“好闺蜜”。

在混合泳项目上，余依婷是继叶诗文
之后，中国游泳历史上女子200米个人混
合泳第二位达到2分08秒水平的选手。

2022年短池游泳世锦赛时，余依婷
在女子 100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打破
了叶诗文保持的全国纪录；陕西全运会

女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叶诗文
没有蝉联这个冠军，但她依然非常开心，
夺冠的是余依婷。

余依婷说，小叶姐的亚洲纪录还摆
在眼前，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回顾叶诗文的游泳生涯，14 岁获得
亚运会冠军，15 岁拿下世界冠军，16 岁
赢得奥运冠军，是中国泳坛第一个“大满
贯”得主。但“天才少女”巅峰后饱受失
眠、身体发育和伤病的折磨。

她离开了赛场，选择去了大学。
之后，叶诗文两次复出。她说：“以

前对金牌有执念，现在更多是热爱。”

这份热爱感染着余依婷。
在今晚的混采区，她提到：“小叶姐

就像家人一样。”
两人从泳池中出来后，手拉手对着

观众鞠躬致意。
叶诗文说：“我其实很感谢她，特别是

复出后。我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了。”
这是一种特别的缘分。这让“叶诗

文还在”成为一种浪漫的褒奖，变得更加
动人。

今晚赛果：余依婷，金牌；叶诗文，银
牌 。 就 像 她 们 之 前 在 检 录 处 约 定 的
那样。

叶诗文，和“闺蜜”一起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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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军团国军团

丘索维金娜在赛场上比心。 本报记者 孙潇娜 摄

男子100米蛙泳，中国选手覃海洋夺冠。 本报记者 董旭明 王建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