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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武术长拳选手孙培原为中国体育代表
团夺得第十八届雅加达亚运会首金。

此时，距离苏之渤夺得中国亚运历史首金，已
经过去了 44 年。

44 年光阴荏苒，首金依然令人激情迸发，但
中国体育的格局已从竞技场拓展到更大领域。

44 年圣火绵延，见证着中国体育观的深刻变
化和体育价值的多元发掘。“体育强国梦”已经生
根发芽，必将得偿所愿。

从“零的突破”到亚运千金

1974 年，伊朗德黑兰，苏之渤用最后一颗子
弹定格了历史。

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比赛中，他以 552环的
成绩夺得那届亚运会首金，中国亚运第一金就此
诞生。与十年后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奥
运金牌“零的突破”一样，苏之渤的这枚亚运首金
也极富开创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体育在国际舞台
上的复苏。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1979 年国际奥委会
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体育开始了“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的征程，并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崛起
为国际体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1982 年的新德里亚运会是中国体育史上又
一个里程碑。那一年，中国队首次超过霸榜多年的
日本队，坐上亚运会金牌榜头把交椅。亚洲体育的
格局从此被重塑，中国在亚运赛场上开启了一路
领先的序幕。

首次在家门口举办的北京亚运会上，中国代
表团狂揽 183 枚金牌，几乎是竞争对手日本和韩
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两倍。而这项纪录直到 20 年
后，当中国再一次成为东道主时才被打破。2010
年广州亚运会，199 枚金牌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
运历史最好成绩。4 年之后的仁川，当许昕以乒乓
球男单金牌为中国队收官时，中国代表团在 40 年
亚运征程中的金牌总数已达到 1341 块。

从零的突破到亚运千金，伴随着 40 年改革开
放，中国体育完美诠释了“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
兴则体育兴”的真谛。

从“体操王子”李宁到“小巨人”姚明、“飞人”
刘翔，再到如今“90”后的“中国太阳”孙杨和“洪荒
少女”傅园慧，当然还有拼搏精神代代传承的女排
姑娘，中国体育人的面孔鲜活生动，张扬着为国争
光、勇攀高峰的中华体育精神，也折射着中国从奋
起直追到从容自信的形象叠加。

从“亚洲雄风”到“杭州时间”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
血流……”

岁月如歌。《亚洲雄风》的旋律，响彻 1990 年
那个秋天。直至今天，它依然能够勾起中国人最浓
烈的亚运记忆——— 那是中国人在家门口迎来的第
一个国际性综合运动会。

沉淀在这段记忆中最鲜明的形象，还包括吉
祥物熊猫“盼盼”、念青唐古拉山下采集亚运圣火
火种的藏族少女达娃央宗以及小姑娘颜海霞捐赠
的 1 块 6 毛钱。

1987 年，江苏盐城建湖县的小学五年级学生
颜海霞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为亚运会捐款的倡
议书，于是将刚拿到的 1 块 6 毛钱压岁钱捐了出
来。北京亚运会前，多家媒体发起了寻找亚运第一
捐款人的活动，颜海霞被找到了，也因此受邀前往
北京观摩亚运会。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国力不强，基础设
施薄弱，组委会缺乏市场意识和办赛经验，筹办亚
运会面临很大资金压力，鼓励民众捐款自然而然
成为筹措资金的一条重要通道。“全国人民都是东
道主”，不仅是一句宣传口号，也引起社会大众的
共鸣，为亚运捐款也成为全国民众表达对亚运会
支持的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从 1987 年到
1990 年，北京亚组委集资部收到捐款共计 2 . 7 亿
元。20 年后，已是小学老师的颜海霞追忆说：“这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那一代人的选择。”

她说这话的时候，中国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而亚运会也来到了广州。20 年间
的两届亚运会，已悄然完成了“提倡民众捐款”到
“不提倡民众捐款”的蜕变。

经济的飞跃、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让办
亚运从举全国之力变为举重若轻。北京亚运的资
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广州亚运则签约
了大约 50 家赞助商，赞助商和赞助金额均创亚运
之最。北京亚运会上，每场比赛结束后从整理成绩
到亚组委专用的小型印刷厂印出成绩公报并在新
闻中心发布，需要 15 分钟；在广州，比赛结果从经

裁判认定到上载亚运会官网向全世界发布，只
需不到 10 秒钟。90 倍的提速，是两个亚运之间
的跨越！

相比 20 年前的“我为亚运添光彩”，广州则
提出了“创造新生活”。珠江上的小岛海心沙，因
举办亚运开幕式从旧厂房变身热门景点；岭南
古村落猎德村，彻底告别脏乱差……地处改革
开放前沿的广州将举办亚运与重塑城市深度融
合。一届亚运会，让广州城市建设加快了五至十
年。

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浓缩了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改革开放中破冰前行的身影，广州亚运会则
凸显了一个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
的东方大国新形象。

9月 2 日，当雅加达亚运会落下帷幕，亚运
会就将正式进入“杭州时间”。中国的亚运轨迹
将延伸到西子湖畔。东道主杭州表示，2022 年
亚运会将体现“绿色、智能、节俭、文明”四大特
色，与城市未来发展规划相一致。

从亚运赛场到更大舞台

44 年，从参与到举办，亚运会影响了中国，
也被中国深深影响着。彼此相拥，共同成长。中
国的亚运轨迹凸显了中国体育和中国社会翻天
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丰富和提
升了亚运会的品质；开放的中国更以积极承担
国际义务的大国担当，推动亚运会在亚洲文化
交流和区域协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比李宁更与亚运有
缘。

1982 年，在新德里亚运会前的世界杯体操
赛上，19 岁的李宁在男子个人 7 个项目中独得
6 金，威震国际体坛；随后的亚运会他再掠 4
金，奠定“体操王子”的美名。上世纪 80 年代末，
李宁退役，“李宁”品牌却登场亮相。

1990 年 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
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达娃央宗
手中接过亚运圣火火种。几个月前刚成立的李
宁公司赞助了北京亚运会火炬传递和中国代表
团。横空出世的李宁牌伴着中华体育健儿的英
姿，一起映入亿万中外电视观众的眼帘。

以北京亚运会为契机，上个世纪 90 年代成
为中国自主品牌创业初期激情燃烧的岁月。

岁月流变，今非昔比，中国企业曾借亚运会
登高望远，现已成为亚运会不可或缺的支撑力
量。来到雅加达，随处可见穿着中国 361°服装
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这家起步于福建晋江的
民族品牌作为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连续第三
届携手亚运；泰山体育为多个场馆搭建场地、提
供器材……同时，从北京亚运会起步的李宁集
团已是拥有 10 大品牌、总市值约 185 亿港元的
港交所上市公司，李宁服穿在了不仅限于中国
队的选手身上；而根据中国代表团合作伙伴安
踏刚公布的 2018 中报，该集团上半年收益超百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4 . 1%。

中国体育企业近两年迎来新黄金时代。体
育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动能的背后，是全民健
身风起云涌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

一说起体育就是金牌的时代已经过去，全
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渐成全民时尚。微信运
动晒步数，朋友圈里秀健身，打个“飞的”去跑马
拉松……是“健康中国”的生动写照。目前，全中
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总人数约 4 亿，政府主
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群体”格
局初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驱动
着中国体育回归本源，造福人民。

在深化改革和全面转型中，中国体育正走
出竞技体育独大的时代，步入竞技体育、全民健
身、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正轨。当体育开始真正
发挥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的多重功效
时，体育强国梦正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

作为一个中国培养的日本乒坛名将，“瓷娃
娃”福原爱一口地道的东北腔吸引了大批粉丝，
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代表性人物；仁川亚运会
的游泳赛场，孙杨为竞争对手朴泰桓庆生，成为
亚运一段佳话；新加坡女乒连续两任主教练都
来自中国，在刘国栋和周树森的执教下创造了
历史新辉煌。

亚运会来到雅加达之际，恰逢“一带一路”
倡议五周年。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枢纽，也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之
地。五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文
化交流不断，相向而行共谋发展。本届亚运会的
口号是“亚洲能量”，在亚洲大家庭又一次团聚
之际，作为亚洲和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必将
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大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独特能量，谱写绚
丽篇章！
(记者夏亮、张泽伟、李丽、余谦梁、朱翃、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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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9 日，武术长拳选手孙培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第十八届雅加达亚运会首金。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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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绿松石的金牌、雕刻精美花纹的马鞍金
饰、造型别致的金瓶和玛瑙碗……一件件从盗墓
分子手中追回、见证了唐代早期东西方民族文化
交流融合的珍贵文物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都兰县公安局物证室静静陈列。

在公安部指挥协调下，经文物部门全力配
合，青海省公安厅牵头的专案组经过数月的艰
苦侦办，青海都兰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近
日宣告侦破，抓获犯罪嫌疑人 26 人，追缴文物
646 件，经文物鉴定机构鉴定，其中国家一级文
物 14 组 16 件。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案件侦破实现了对文物犯罪的全链条打
击，是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取得的又一
重要战果。

循线调查、跨省追踪，26 名嫌疑

人“一网打尽”

柴达木盆地东南端的都兰县，戈壁万里，天
地苍茫。

作为曾经的古丝绸之路南路重镇，这里曾
是吐谷浑古国、吐蕃王朝的统辖地，县境内的
热水乡血渭草场共有封土墓 300 余座，其中，
热水血渭一号大墓结构独特，被民间称为“九
层妖塔”，其封土堆高大雄伟，被誉为“东方
金字塔”。这里曾出土的金银器、玉器、丝织
品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实物例
证，一度引起轰动效应，也吸引了不法之徒的
贪婪目光。

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马永明介
绍， 2017 年底，青海省文物管理局向公安机关
提供了都兰县被盗掘出土的文物将被倒卖的线
索。警方立即安排专人核查，确定线索真实可
靠。 2018 年 3 月 15 日，青海省公安厅成立专
案组展开侦查。公安部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
件，并于 6月 11 日发布 A 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第
三批 10 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其中包括该
案中实施盗掘的犯罪嫌疑人王建韬、韩万里。

从 3月到 7月，涉及实施盗掘、幕后出资、
联系销赃、倒卖文物等各个环节的 26 名犯罪嫌
疑人被“一网打尽”， 646 件被盗文物也陆续追
回。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蔡林海表示，这
批文物以器具、饰品两大类为主，一些文物上的

纹样反映都兰地区当时的社会风貌，传递文化生
活信息，精美绝伦。

内外勾结、分工明确，盗贩黑色

利益链浮出水面

公安机关介绍，这一系列案件中，山东、河
南等外省人出资、出“技术”、找销路，青海本
地人出力、保障“后勤”。他们彼此勾结又相对
独立，形成了盗贩文物的黑色链条。

在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东侧一平台处，记者
看到了被盗掘的探坑。海西州公安局刑警支队支
队长卢成章说，盗墓坑现已被填埋，盗墓分子曾
在这里“忙活”了 2 个晚上，盗洞开口长 120 厘
米，宽 65 厘米，盗洞深度达 9 . 2 米。

“出资人”孙某林交代，这个大坑就是他看
着挖掘的，挖到“货”后就在接近洞口的地方做

个隔挡，上部用土将盗洞回填，探坑填埋。周边
都是无人区，大墓被盗后很难被人发现。

盗墓分子之间用绰号联系，反侦查能力也越
来越强。“外省的犯罪嫌疑人来青海作案时，先
到西宁租车再到都兰，互相不知道姓名，以绰号
相称。”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侵财案件侦查支
队支队长吴延帮说，为避免警方追踪，他们不断
变更交易地点，在都兰活动时吃住均在同伙家
中，尽量不用身份证登记酒店，以免留下线索，
引起警方注意。

记者了解到，这些犯罪嫌疑人大多家庭不富
裕，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要想富，
就挖墓，一夜变成万元户。”在看守所里，被抓
获的 A 级通缉犯罪嫌疑人韩万里说，在家乡，
盗墓曾被视为发财致富的捷径。“我知道盗墓是
犯法的，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他懊悔地
说。

科技防控、多管齐下，应对田

野文物安全严峻形势

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案侦
破毫不拖泥带水，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一网打
尽，人赃俱获；被盗文物还未转手倒卖就被
公安机关及时缴获，没有发生流失的情况。
但是，在文物专家眼中，盗墓案一旦发

生，一些损失永远无可挽回。蔡林海说，盗
掘行为破坏了该古墓葬的完整性，改变了墓
葬内文物的原有保存环境。“更为重要的
是，这些文物一旦改变原有状态，其位置、
时间和相互的关系等重要信息将无法复原，
文物的研究价值会大打折扣。”

国家文物局督察司负责人表示，这个案
件的发生，暴露出在案发前当地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文物安全主体责任尚需强化。“对墓
群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没有认识到位，古墓葬
安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打击盗墓行为不彻
底，安全防护措施还不得力。”

点多、线长、面广——— 这是都兰县文物
保护依然面临的严峻形势。“下一步，我们
将不断健全田野文物安全责任体系，夯实田
野文物安全基础条件，加强文物执法队伍和
文保员队伍的建设，加大田野文物安全巡查
督察，不断提高田野文物保护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青海省文物管理局局长牛军认为，
除了重视人防、物防，还应继续加大科技手
段的应用，通过技防手段的支撑和覆盖，提
升田野文物安全防范能力。

都兰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范增智表
示，“雪亮工程”等视频监控安全防范设
施已向热水墓群重点区域延伸，将会更好
保护文化遗产。同时，公安机关将主动加
强与文物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着力提升打
击防范文物犯罪的工作效能，从严从细从
实抓好各项举措，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切
实保护国家文物安全。

据介绍，青海省考古部门将联合中国社
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被盗
的古墓葬开展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工作。

(记者王大千、施雨岑)
新华社西宁 8 月 19 日电

公安部指挥破获青海都兰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2 6 名 追 缴 被 盗 文 物 6 4 6 件

一网打尽伸向“东方金字塔”旁古墓的黑手

▲ 8 月 2 日，民警在盗掘现场查看。 新华社发（张铮摄）

■新华时评

近日，在公安机关和文
物部门的合作下，经过数月
艰苦侦办，青海都兰盗掘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案告破。千
年历史的热水墓群，如今终
于恢复了昔日的宁静。

近年来，牛河梁红山文
化遗址被盗掘、江口沉银遗
址遭盗掘等一系列文物犯罪
案件频频引发广泛关注。珍
贵文物本是属于全社会的瑰
宝，却成为一群群盗墓分子
发家致富的工具；古文化遗
址和古墓葬被盗掘行为严重
破坏，满目疮痍；一些珍贵文
物甚至从此下落不明。

生命之花也许会枯萎凋
谢，而文物传递的文明之光
恒久不灭。无法想象没有兵
马俑的中国，无法想象没有
金字塔的埃及，亦无法想象
没有泰姬陵的印度……在历史长河中沉睡了千
百年，它们的温度依然让后人可感可触。正因其
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考古工作者数十
年如一日潜心“破译”它们隐藏的“密码”，文物
修复师以匠心和巧手重现它们昔日的荣光，基
层文保员常年甘于寂寞和清贫陪伴它们。

我们看到，通过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国切实加大对文
物的司法保护力度；文物部门和公安机关正紧
密携手，为打击文物犯罪划下一道道“带电”的
红线；多部门联合印发《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
办法》，构建起涉案文物鉴定评估基础管理制
度；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上线，为
国际执法合作提供信息依据。

为防止文物被盗，各地文物部门扎实摸清
地下文物“家底”，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对非法
文物市场的执法与监管力度，海关高高筑起防
止文物流失的堤坝，公安干警越战越勇……只
有久久为功、合力亮剑，斩断存在于非法文物市
场的利益链条，罪恶阴影方能烟消云散。

文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文物安全，
亦是全体人民的责任。斩断罪恶的利益链条，需
要全社会的努力——— 考古成果广泛走进校园，
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文化自信的种子；文物故
事精彩讲述，生动嘹亮地发出历史深处的声音；
普法工作深入一线，公民牢牢树立“文物宝贵、
盗墓可耻”的意识。唯有全社会上下一心，织就
一张使文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的“天网”，盗墓
之患，终将止于全民的共同守护。
(记者施雨岑、王大千)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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