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体育 2022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一

　　在 2022 年的一头一尾，北京冬奥会和卡
塔尔世界杯点燃全球激情，“冰墩墩”和“拉伊
卜”的形象传遍千家万户。两个吉祥物的背
后，分别是历史深厚的中华文化和阿拉伯文
化 ，而 这 一 切 的 载 体 和 表 达 方 式 则 是 体 育
文化。
　　体育文化拥有着神奇的力量，它绵远流
长，随历史脉动而舞，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
发展进程；它润物无声，以其独特的开放与包
容，弥合矛盾、化解纷争；它激情四射，带动亿
万人为其狂歌热舞、恣意挥洒；它代代相传，让
努力奋进、团结拼搏的故事，在传承中为国家
和民族振奋精神、增添力量。
　　根植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面向五彩斑斓
的世界文化，十年来，中国体育文化内涵不断
丰富、阵地不断扩大、精品不断涌现，中华体育
精神得到极大弘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激发
起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新修订的体育
法在总则第一条明确提出：“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
　　曾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体育文化，在新时
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勇于争先，中华体育精神历久弥新

　　弓与箭，历来是古代沙场英雄的标配。从
神话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到春秋时楚人养由基

“百步穿杨”；从“飞将军”李广射虎中石，到“飞
将”吕布辕门射戟；从北周长孙晟“一箭双雕”，
到南宋岳飞未及弱冠即“挽弓三百斤”……数
千年斗转星移，英雄魂贯古通今。
　　弓与箭，也是中国体育健儿驰骋体坛的利
器。2008 年 8 月 14 日下午，中国运动员张娟娟
走进风雨交加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北京
奥运会射箭女子个人金牌即将决出。国旗舞动，
欢呼震耳，热烈的氛围深深感染着她。“自己提着
弓进入场地的时候，真的像去打仗那种感觉。”
　　张娟娟的弓箭与古代弓箭一脉相承。弓
弦间激荡着奋勇争先、舍我其谁的气概。跨越
千年的文化底色，在那一刻化作了一腔英雄
气，一次次搭弓、瞄准、撒放，张娟娟如千里走
单骑的孤胆英雄，连克三位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的名将，为中国队拿下首枚奥运会射箭金牌。
　　竞技场上的一场场比赛，也是一次次战
斗。一代又一代奋勇逐梦的中国运动员在世
界体育舞台上披荆斩棘，创下了无数辉煌，纵
贯其中的，是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
精神内核。
　　上世纪 80 年代，“竹棚馆”里摸爬滚打的
中国女排勇夺世界大赛五连冠；2016 年里约
奥运会以及 2015 、2019 年女排世界杯上，中
国姑娘团结奋战，用一个接一个世界冠军奏响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

新时代女排精神之歌。在今年女足亚洲杯决
赛中，“铿锵玫瑰”在 0 ：2 的几乎难以挽回的
危局中连追两球，并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绝
杀，用最荡气回肠的方式，时隔 16 年重返亚洲
之巅。
　　这些历史瞬间，贯穿着“为国争光、无私奉
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的中华体育精神。这样的精神，也汇聚成了振
奋民族精神、彰显民族自信的文化力量。
　　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 年
至 2021 年，中国体育健儿共获得 986 个世界
冠军，创 127 次世界纪录。东京奥运会上，中
国体育代表团夺得 38 金 32 银 19 铜，金牌数、
奖牌数均位居第二；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
代表团以 9 金 4 银 2 铜位居金牌榜第三，创下
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
　　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赞许道：“我国广大运动员、
教练员以实际行动落实拿道德金牌、风格金
牌、干净金牌的要求，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
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为党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在北京冬奥会申办、筹办、举办过程中形
成的“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
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更成为中华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的河流奔涌不息，中国体育文化也在
体育人的不断实践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多元自信，体育文化引领全民健身热潮

　　从“看比赛”到“自己练”，随着体育文化浸
润到社会各个角落，大众健身意识也不断增强。
　　今年 7 月 9 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次
向公众开放的这一天，开业前一小时已经排出两
列长队，有人甚至早上 6 点就从郊区赶来，盼望
着亲身体验一把“最快的冰”。这个雪季，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开放多条雪道，顶尖高手曾
激烈竞逐的地方也出现了普通雪友的身影。
　　十年来，中国体育悄然完成从观赏文化向参
与文化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意识到
锻炼身体是自己的事，参与健身正在更广的范围
内、更多的层面上成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
　　体育让 86 岁的老人张顺拥有“不老人
生”。他长期坚持晨跑锻炼，迄今已跑过 20 个
全程马拉松和两个半程马拉松。2022 年北京
马拉松赛场，他在十余名“关门兔”的陪伴下，
坚持以跑步姿态迈过终点，现场的人们集体向
老人鞠躬致敬。
　　体育让东北小伙石盛源看到了更广阔的
世界。从高一下半年开始接触赛艇以来，他从
运动中放松了身心，陶冶了性情。2020 年他
加入清泉盛京赛艇俱乐部，接受更加专业的指
导，还通过赛艇的平台结识了很多外国朋友。
　　体育让四川人阿左找寻到了生命的更多
意义。从 2009 年开始，他致力于徒步、登山，

征服多座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山峰。2017 年，
他转行成为极限摄影师，如今时常通过自媒体
为初学登山的网友普及安全知识。他这样形
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在高海拔拼命的时候，
心突突跳的时候，才是活着的状态。”
　　去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常参与
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 4 亿。马拉松、广场舞
热情不减，滑板、飞盘、骑行等运动方兴 未
艾，放飞个性、挑战极限、包容多元、运动结
合社交等成为体育圈的新风尚。
　　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中国体育文化以多样
的形态走进千家万户，潜移默化中升级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拥有了更强健的体魄和更
积极的心态，而由此带来的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则共同描绘出今日中国鲜明的精
神底色。
　　伴随着全民健身的火热发展，民族运动品
牌也翻出了新花样。“国潮”风行，“中国李宁”
亮相纽约和巴黎时装周，特步致力于“做世界
级中国跑鞋”，匹克“态极”系列大放异彩。今
年 8 月，安踏取代耐克登顶中国运动品牌市
场，国货实现逆袭。
　　安踏集团副总裁李玲认为，“中国风”是被
年轻人带起来的。“他们出生在经济社会高速
成长的时期，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带动着国产品
牌和中国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开放共赢，体育文化交流生生不息

　　和平友好，开放共赢，是中国体育文化传
递给世界的信息。
　　作为中华文化的使者，熊猫成为最受世界
欢迎的中国形象之一。在 10 月成都世乒赛女
团颁奖仪式上，日本队运动员头戴熊猫配饰出
场。当收到颁奖花束——— 一把用蜀绣工艺制
作并有熊猫图案的团扇时，她们更是爱不释
手。在这届“大熊猫浓度”严重“超标”的赛事
上，中华文化印迹处处可循。奖牌融合熊猫外
形、传统玉佩结构和乒乓球拍轮廓，寓意圆满
吉祥；会徽标识以杜甫名句“花重锦官城”为设
计理念，造型融合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
元素……
　　“我喜爱中国文化，我还有很多中国朋友，我
喜欢在这里打球的感觉。”波多黎各队球员迪亚
兹说。捷克队员科尔达斯对川味牛肉念念不忘，
南非人帕特尔则表示：“完美的蜀绣、中国结令人
印象深刻，有机会一定再来细品这座城市。”
　　璀璨的中华文化光芒四射，出色的办赛能
力备受认可——— 正如同年初的北京冬奥会。
在这场于传统节气立春也是大年初四拉开序
幕的盛会上，中华文化搭载体育之桥梁，惊艳
四海宾朋。
　　在云顶滑雪公园，“雪长城”赛道收获运动
员们的交口称赞，来自新西兰的冬奥冠军辛诺
特直呼“令人惊叹”：“是冰雪艺术的体现，我从
未见过这样的赛道。”在冬奥村，运动员们贴春

联、贴福字、挂灯笼，切切实实感受着过年的
气氛。美国单板滑雪选手茱莉亚·马里诺被
饺子圈粉：“冬奥会以来，我已经吃了 200 个
饺子。”而要说赛场内外最受追捧的明星，非

“冰墩墩”莫属。这只圆滚滚的熊猫第一次
亮相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就断言：“‘冰
墩墩’集中华文化精华和特色于一身，定会
成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亲善大使。”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曾多次强
调，奥林匹克要想成为世界性运动，没有中
国参与绝对不可能实现。从 2008 到 2022，
从“开门迎客”到“天下一家”，从奥林匹克的
追随者到“树立新标杆”，东方古国真诚热烈
依旧，更添自信从容。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体育在推动中国
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同时，向世界展现出
开放自信、友善包容的中国形象，谱写中华
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千百年来，中外体育交流往来不辍，生
生不息。蹴鞠在汉代兴起，流传至西域；中
原地区与西域各民族的交流切磋，助推了摔
跤的盛行；舞狮、龙灯、踩青、登高以及各种
武术技击活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为传播，
在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流行
至今。
　　“在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挖掘体
育的历史和文化，尤其对于其中的精华，我
们要在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做弘扬。”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黄金说。
　　近年来，临淄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世界足
球运动起源地，武术被列入第四届青年奥林
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太极拳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龙舟、围棋、健身气功等中华传统体
育项目也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
智慧。
　　武术讲究尚武崇德、止戈为武；太极拳
推崇以柔克刚、以和为贵；苏东坡观棋时有
言：“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中华传统体育中
蕴含精深的文化内核，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
念、行为准则、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陶冶着
民族品格与国家气质，沉淀成深沉而持久的
力量。
　　时移世易，交通方式和信息渠道日新月
异，但传承中华体育文化、弘扬友好合作精
神，依然是这个时代的人心所向。
　　回望来路，历史波澜壮阔；展望未来，
梦想恢弘绮丽。我们曾踏浪而来，我们将
御风前行。
　　逐梦途中，文化将传承最古老的智慧，
激发最坚定的自信，凝聚最强大的力量，谱
写最磅礴的乐章。它将引领亿万人民昂扬
奋进，鼓舞新时代中国向前、向上！
  （执笔记者：丁文娴、林德韧；参与记者：
陈地、张逸飞、王浩明、马锴、王楚捷、郑直）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为 中 华 添 彩  为 时 代 放 歌
— —— 体 育 文 化 激 发 中 国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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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北 京 1 2 月
25 日电新华社体育部评
出 2022 年中国十佳运动
员如下：
　　 1. 谷爱凌（女，19
岁，自由式滑雪）
　　谷爱凌获得北京冬奥
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与 U 型场地技巧两枚金
牌，以及坡面障碍技巧银
牌，成为首位在一届冬奥
会上拿到三枚奖牌的自由
式滑雪运动员。
　　 2. 高亭宇（男，25
岁，速度滑冰）
　　高亭宇在北京冬奥会
上打破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奥运会纪录并夺得金
牌，实现了中国男子速滑
冬奥金牌“零”的突破。
　　 3. 苏翊鸣（男，18
岁，单板滑雪）
　　苏翊鸣获得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
牌和坡面障碍技巧银牌，
成为中国首个单板滑雪冬
奥冠军。
　　 4. 徐梦桃（女，32
岁，自由式滑雪）
　　北京冬奥会上，徐梦
桃先携手贾宗洋、齐广璞
获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混合团体银牌，随后又在
女子空中技巧项目中斩获
金牌。这是中国女子选手
首次获得该项目金牌。
　　 5. 王嘉男（男，26
岁，田径）
　　王嘉男在俄勒冈世界
田径锦标赛上为中国赢得
史上首枚世锦赛男子跳远
金牌，并成为历史上第一
位赢得世锦赛男子跳远冠
军的亚洲选手。
　　 6. 隋文静/韩聪（隋
文静，女，27 岁；韩聪，
男，30 岁，花样滑冰）
　　隋文静/韩聪获得北
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
金牌。这是继 2010 年温
哥华冬奥会申雪/赵宏博
之后，中国花样滑冰再登
奥运之巅。
　　 7. 杨洪琼（女，33
岁，残奥越野滑雪）
　　杨洪琼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包揽残奥越
野滑雪女子坐姿组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
3 个项目金牌，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金
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并担任北京冬残奥
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8. 郑钦文（女，20 岁，网球）
　 　 郑 钦 文 2 0 2 2 年 首 次 征 战 法 网 正
赛，挺进 16 强，创造个人在大满贯赛事
中的最好成绩，并在温网和美网中打入
第 三 轮 。 在 全 面 转 战 女 子 网 球 协 会

（WTA）赛事后的首个赛季，郑钦文世
界 排 名 上 升 超 过 1 0 0 个 位 次 ，当 选
WTA 年度最佳新人。
　　 9. 张伟丽（女，32 岁，终极格斗）
　 　 张 伟 丽 6 月 在 终 极 格 斗 冠 军 赛
UFC275 比赛中 KO（击倒）波兰选手乔安
娜·耶德尔泽西克，赢得女子草量级冠军挑
战权。在 11 月的 UFC281 比赛中，张伟
丽裸绞击败女子草量级现任冠军卡拉·埃
斯帕扎，重夺金腰带。
　　 10. 陈芋汐/全红婵（陈芋汐，女，17
岁；全红婵，女，15 岁，跳水）
　　在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和国际泳联跳
水世界杯中，陈芋汐、全红婵包揽女子 10
米台冠、亚军，并联手获得女子双人 10 米
台冠军，完成了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三
大赛的金牌“大满贯”。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中国足协 25
日对广东省运会假球事件作出行业处罚，六
人被终身“禁足”。
　　中国足协发布公告称：2022 年 8 月 7
日，在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项目男子
乙 A 组决赛中，广州市足球代表队 5 ：3 战胜
清远市足球代表队获得冠军。该场比赛的过
程受到舆论广泛质疑，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此 后 ，中 国 足 协 在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和 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指
导 监 督 下 ，成 立 专 项 调 查 小 组 赴 广 州 与 广

东 省 有 关 部 门 共 同 进 行 调 查。经 调 查 ，广
州 市 足 协 主 席 谢 志 光、恒 大 足 球 学 校 校 长
王 亚 军 和 副 校 长 张 修 宇、球 员 管 理 部 主 任
蔡 光 辉、清 远 市 足 球 代 表 队 主 教 练 黎 梓 菲

（恒大足球学校员工）、清远市足球代表 队
助理教练陈伟华（恒大足球学校员工）等人
存 在 操 控 比 赛、以 确 保 广 州 市 足 球 代 表 队
获得冠军的违纪行为。此事件严重违背体
育道德、败坏行业风气，对中国足球形象造
成恶劣影响。
　　中国足协作出以下处罚：对广州市足协

予以临时暂停（已经中国足协执委会投票同
意，须待会员大会表决确认）中国足协会员资
格 2 年的处罚（2022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4 日）。广州市足协在处罚期内不
再享有会员权利，其相关职能由广东省足协
代为履行。处罚期间，广州市足协应以案为
鉴，深刻吸取教训，在中国足协、广东省足协
的监督下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加强员工
队伍建设，重新进行换届选举，以重塑良好协
会形象。
　　对清远市足球代表队和恒大足球学校提

出通报批评。
　　对广东省足协提出通报批评，并责令
其作出深刻检查。
　　终身禁止谢志光、王亚军、张修宇、蔡光
辉从事任何在中国足协管理下与足球运动
有关的活动；终身禁止黎梓菲、陈伟华从事
任何在中国足协管理下与足球运动有关的
活动，并取消其教练员资质。
　　中国足协表示，将以“零容忍”的态度
严厉打击此类事件，坚决抓好赛风赛纪管
理工作，净化赛场风气。

中国足协对广东省运会假球事件作出行业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