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0日，在杭州亚运会乒乓球项目
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上左）/
孙颖莎（上右）以 4 比 1 战胜队友林高远/
王艺迪，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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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在现场在现场
本报杭州9月30日讯（记者 胡静漪）

“你知道计分表上Y、C、D、T都是什么意
思吗？”记者在媒体混采区碰上新华社体
育记者，他正询问亚运会新闻信息服务团
队。类似的情形，今天下午不断在场馆各
处“复制粘贴”——9月30日，非奥项目克
柔术在萧山临浦体育馆内开赛亮相。和
运动员席上的惊呼、鼓掌不同，观众席和
媒体席总是看了计分表才后知后觉；有
时，一个精彩动作引得全场喝彩，最终却
不计分，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所谓克柔术，其实是一项起源于乌
兹别克斯坦的直立式摔跤运动，在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上加入亚运项目。本次
赛程为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共 92 名
选手参赛，可谓名副其实的小众冷门项
目。中国队也有 2 名女子运动员，将在
10月1日和2日出场。

“今天的目标是弄懂！”记者与同行
开始了探询之旅。

场馆运行团队竞赛副指挥长助理胡
晓璐为我们解释道：“如果摔倒对方并以
背着地，裁判就会立刻宣布其 Khalol

（胜出）。如果把对方击至侧身倒地，则
获得 Youbosh（Y），2 个 Y 相当于 1 个
Khalol，也能提前结束比赛。”

馆内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今天回
答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柔道、柔术和克柔
术怎么分？

其实最直观的区别就是服装，运动员
一蓝一白，腰间系黑色腰带，是柔道；一蓝
一绿，配上红色腰带，是克柔术；均身着白

色道服，配一红一蓝腰带，则是柔术。
从技战术来看，柔道将投技（站立技

术）和寝技（地面技术）相结合，柔术以地
面缠斗为主，都是“躺着赢”；克柔术禁止
在场上采取臂锁、勒绞和踢腿技术，也严
格禁止腰带以下的握持等技术，换句话，

就是“站着赢”。
克柔术，不仅对观众来说是个陌生

名词，其实，在中国体育界，也是个新课
题——中国克柔术队在去年底才组建，
算得上最年轻的国家队之一。

不过，虽然项目小众，但赛场上座率

却蛮高。“挺精彩的，就是计分看不太懂，
不过气氛到位了。”杭州市民贾女士说。

散场后，一位裁判员表示：“亚运会
就是这样一个窗口，兼容并蓄，为体育和
文化的交相辉映提供舞台。相信未来，

‘懂行’的观众会越来越多。”

记者“入门”亚运冷门项目

“站着赢”的克柔术亮相

图为本届亚运会克柔术比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杭州亚运会特别报道

杭州亚运会赛程过半，人们对于快
有了新的认知——泳池里不断刷新的纪
录、田径场上的争分夺秒、赛艇运动员的
全力冲刺⋯⋯

而赛场之外，还有一种快，虽隐身幕
后，却也如飞驰的列车，它的运行速度、
灵敏程度，直接关系到赛事平稳运行。
杭州亚运会的综合保障，正高效有序地
运转着，确保每天的赛事顺利进行。

在不同场馆，运动员和现场观众最
关心的，莫过于记分牌上跳动的实时分
数。杭州亚运会信息技术指挥中心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成绩核实后，5 秒内就可
发布，并通过中央系统进一步分发到官
网、杭州亚运行等平台。每天，杭州亚运
会赛事成绩发布类系统要实时处理 30
余场比赛分项，近400场比赛的数据，并
实现100%上云。

在杭州奥体中心东南侧综合训练
馆，藏着本届亚运会赛事运行指挥体系
的中枢——杭州亚运会赛事总指挥部

（MOC）。
这个聪明的平台，将来自 9 张网 29

个业务系统的 72 类亚运数据融合在一
个界面中，大到 6 座办赛城市的整体概
况，小到当前正在举行的一场赛事，都能
尽收眼底。

难以捉摸的天气，如何尽在掌握？“赛
前、赛中，我们会对各气象要素进行跟踪
式精细化预报。”亚运气象台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杭州亚运会所有竞赛场馆、5
个亚运村及亚运分村都投用了自动气象
站，敏锐监测场馆周边的常规气象要素。

为了精准把脉风云，省气象科学研
究所还引进了一位隐形“功臣”——“浙
江1公里模式”。该所副所长陈锋介绍，
这套系统是北京冬奥气象科技的浙江本
地化模式，将预报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
精细到1公里和1小时。

开赛以来，逾十万吨亚运办赛及参赛
物资，都由一张庞大的物流网络串行并
联。记者走进面积超7.2万平方米的杭州
亚运会物流中心，看到开闭幕式、计时记
分、服装、后勤等各类物资有序分区管
理。杭州亚运会物流中心仓储经理迟宏
斌介绍，这里高峰期日处理量可超过

1000吨，目前入库物资量已达到15万件。
9 月 21 日晚，宁波象山亚帆中心，

阿曼亚运帆船队的最后一艘帆船从集装
箱内被卸下。

早早等候在侧的阿曼队队务清点完
数量后，向圆通亚运物流服务团队竖起
了大拇指：“你们帮上大忙了！”

根据信息系统测算，这艘载有阿曼
帆船队几乎全部比赛物资的班轮，会比
预计到达时间延误整整 6 天，而那时亚
运帆船项目已经全面开赛，情况不容
乐观。

为确保这批物资能更快送达亚帆
中心，圆通控制塔、关务、运输等物流
服务团队全程紧密监控，前置沟通。
早在班轮抵港前，亚运关务团队已经
通过无纸化通关向海关申报，并由海
关“亚运专窗”优先办理海关通关手
续，物资“抵港即走”。在不到 24 小时
内，快速完成转关、通关、远端安检、国
内运输、场馆配送等一系列亚运物流
环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奥体中心体育场医
务室医疗组长许永安告诉记者，在 8.23
万平方米的“大莲花”内，医疗保障是分
秒必争的。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套高效的
操作流程——场馆内共设16个医疗点，
组成第一道防线；若受制于现场条件，出
现无法处理的情况，场内200平方米、急
救设备齐全的医务室是第二道防线；如
果出现危重症患者需要前往医院救治，
急救车就成了第三道防线。

杭州亚运会期间，城市医疗资源的
高效联动，在运动员和观众身边搭建起
一张隐形却重要的保障网络。

“杭州亚运会共设置医务室133个，
FOP 医疗点 127 个，配置 129 辆救护
车。”在 9 月 30 日召开的杭州亚运会运
动员关怀与服务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医
疗卫生指挥中心新闻发言人蒋辉权说，
在竞赛场馆外，结合医院医疗资源、技术
和服务能力、场馆地理位置等因素，共有
40家定点医院、19个主要专科双向转诊
定点医院全天候“待命”。做好赛时亚运
保障的同时，不影响老百姓日常就医。

成绩查阅、天气预报、物流、医疗服务快速精准

亚运会赛事保障高效运转
本报记者 陈 宁 朱 承 张梦月

张彧 姜晓蓉

亚运举重项目9月30日开赛，中国队出师不利，连丢两
金。尤其是蒋惠花输掉首金，让人大跌眼镜，毕竟这个广西
姑娘刚从月初的举重世锦赛上夺冠归来。

开赛即爆冷，这让很多对中国举重“梦之队”寄予厚望
的人有些难以接受。但笔者却觉得，大可不必为失利伤心
甚至迁怒。

首先，棋逢对手的拉锯战，远比一边倒的碾压局要来得
激荡人心。从首金的争夺看，蒋惠花 119 公斤的挺举成绩
相较于月初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仅仅差了1公斤，这是尽
力局；而朝鲜选手李盛金挺举第2把就破了挺举世界纪录，
最终还以总成绩216 公斤刷新世界纪录。我们有理由为四
年磨一剑的朝鲜队和李盛金喝彩。

无论是临场表现，还是心理博弈，双方拿出的都是世界
级的竞技状态。本以为毫无悬念的举重比赛能在开局就奉
献出这样一场高质量的巅峰之战，绝对值得为两位选手竖
起大拇指。

其二，要为中国选手直面失利的心态点赞。赛后的发
布会，我们没有看到懊丧的眼泪，只听到了真诚的夸奖。蒋
惠花坦言：“真的没想到，李盛金太厉害了。”她的核心观点
是：在体育竞技中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只有对手更强自己才
会有更大的动力。

其三，早点发现“狼来了”，对中国举重不是坏事。之所
以失金让人意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熟悉。2019 年芭堤
雅世锦赛之后，朝鲜举重就消失在国际赛事的聚光灯下。
用李盛金自己的话说，这四年她一直在国内刻苦训练并参
加比赛。

其实朝鲜举重队，素来不容小觑。2018 年的雅加达亚
运会上，共获得 2 枚金牌、1 枚银牌和 1 枚铜牌。五年后再
见，不仅实力更强，而且还悄然完成新老交替，曾经的希望
之星李盛金已经挑起大梁。

无论朝鲜举重队是否能出现在巴黎，但这记“狼来了”
的呼号，已实实在在为中国举重队敲响了警钟。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丢掉金牌，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曾说：“生活中重

要的不是凯旋，而是奋斗”。亚运赛场上的精彩还在继续，
学会以更加理性和包容的心态看待运动员的得失，为胜利
者欢呼，也给失利者鼓劲，这何尝不是属于所有人最美的
奖牌。

举重失金，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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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亚运燃评运燃评

本报讯 （记者 沈琳 马赛洁） 好马配好鞍，好马更要
配“好鞋”。

最近，杭州亚运会马术比赛正在桐庐马术中心激情上
演。别看选手和马匹在赛场上潇洒自如，这背后与钉蹄师
息息相关。简单来说，钉蹄师就是马的“美甲师”和“鞋
匠”。钉蹄，就是给马“穿鞋”，“鞋”就是蹄铁，英文用

“shoes”表达，正因为蹄铁就像鞋子一样，保护着马蹄。
在桐庐马术中心的钉蹄房里，来自英国的钉蹄师本森

（Benson）正在给一匹参赛马匹的蹄铁重新装钉，原来，在
赛前训练时，一名选手发现马匹的蹄铁有松动的迹象，需
要加固。只见本森熟练地反抬马腿，用钳子把蹄钉按压
平整，之后再用锉刀把凸出部分打磨光滑，整个过程一气
呵成。

据了解，一匹运动马一生要跳跃上万次，高频率、高强
度的比赛容易使马蹄受伤，正确的钉蹄能够减少创伤。“对
于比赛马匹来说，一双合适的‘鞋子’尤为重要。大了会松，
蹄铁掉了，会带到蹄壁（角质层）撕裂，伤害到马匹；蹄铁小
的话就相当于穿了一双小鞋，马会疼痛，出现跛行。在马术
比赛中一旦马匹出现跛行就会立马被淘汰。”桐庐马术中心
运行团队钉蹄师赵旭告诉记者，马蹄其实就相当于人的指
甲，每个月自然生长8毫米左右。不同于畜牧用马，在自然
生长和磨损中可以达到平衡，运动马往往圈养在马房里，如
不及时修蹄，会造成马蹄不正，引起蹄病或马匹跛行。所以
每隔 4 到 6 周就得钉一次蹄，剪去马蹄过长的蹄壁，使之与
地面形成适合的角度。

赵旭为我们展示了两种常用的蹄铁，一种是铝质，一种
铁质的。在被问到如何确保蹄铁打磨精确时，赵旭指了指
眼睛，“靠这里！”

赵旭告诉记者，就像从鞋的磨损情况能看出人的走
路习惯，从蹄铁的磨损情况也能看出赛马的发力情况。
有的钉蹄师看一眼，就能构思出蹄铁形状，然后拿出与马
蹄形状相近的“标准号”蹄铁，给马儿“试穿”，再进一步精
确打磨。

“马蹄有三层，最里面那层有神经相连，稍有差错，就容
易伤到马，严重的就没办法继续参加比赛”。赵旭告诉记
者，钉蹄不光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蹄与腿相连，牵一
发而动全身，一名优秀的钉蹄师，不仅仅需要懂一点解剖
学，还得是名出色的铁匠。

记者发现，钉蹄师穿着特制的靴子，脚掌的前端都有
钢板保护。赵旭笑着说，几乎每一个钉蹄师刚入行时，都
有被马蹄踢的经历，马儿的听力发达，第一次钉蹄时，金
属的敲击声会让马儿惊慌失措，甚至踢你几脚，赵旭回忆
起曾经的修蹄经历，“马儿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会
在修蹄前拍拍它、安抚它，它也会慢慢意识到，你是为了
它好。”

据了解，本届亚运会，共有 6 名钉蹄师，其中两名来自
英国，另外 4 名国内钉蹄师都是来自赵旭所在的内蒙古农
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一些参赛选手往往会自带钉蹄师，
我们主要应对场馆内的突发情况，比如蹄铁松动等。”

对于即将开始的马术三项赛和场地障碍赛，赵旭绷紧
一根弦，“这两项比赛有大幅度跳跃的动作，有一定的风险
性，对于钉蹄师来说，挑战更大，我们将最大程度保障人马
安全。”

探访杭州亚运会马术项目钉蹄师

给马“穿鞋”，没那么简单
探访杭州亚运会马术项目钉蹄师

给马“穿鞋”，没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