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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跳台上的成长痛，她俩如何度过
5 月 2 日，国家游泳中心“水立

方”，座无虚席的现场，目光聚焦之处，

是两个站在10米台上的女孩——18

岁的全红婵和19岁的陈芋汐。

这对“双子星”，继承了中国跳水

队一直以来“最好队友、最强对手”的

传统。近些年，她们统治着女双10米

台的同时，也几乎轮番占据着每一场

国际跳水大赛女单10米台的最高领

奖台。

本次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比赛，是

两人在巴黎奥运会后首次合体参加

的国际赛事。毫无意外，她们以领先

第二名47.94分的成绩摘得冠军。赛

后，两人均表示个人技术仍需打磨。

十八九岁，于许多人而言是懵懂

的年纪。可对奥运会冠军陈芋汐与全

红婵而言，却早已没那么简单。

在本赛季已经结束的两站世界

杯分站赛中，两人仅参加单人比赛。

陈芋汐包揽金牌，全红婵则收获两枚

银牌。

关于谁战胜了谁的讨论，似乎是

永远围绕着这对“双子星”的话题。但

作为女子 10 米台项目的跳水运动

员，她们先后面对着同一个难题——

发育关。

数据显示，自1984年周继红夺冠

以来，近11届奥运会女子10米台冠

军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尽管全红婵

现在的教练陈若琳曾在2012年伦敦

奥运会上将夺冠年龄拉到了接近20

岁的“高度”，但在之后的里约奥运会，

她专攻双人，此后退役转为教练。

10米台，约等于三层楼的高度。

运动员从起跳到入水，往往不超过2

秒。在起跳后的腾空间隙，运动员需

要按照规则完成空中动作和入水动

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辗转腾挪，需

要运动员对核心力量、空间感知和入

水角度控制等每一个细节都有精准

把控。但迅速增长的身高和体重，会

让一切陷入失控。

2021 年，陈芋汐率先迎来发育

期，身高一下子蹿起来。回忆起2021

年至2024年，陈芋汐曾笑称自己“一

天称10次，每天都在秤上转”。

对陈芋汐而言，因疫情而压缩在

三年内举办两届奥运会，某种程度上

给她带来了难以忽略的遗憾。2021

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女单10米台夺

银后，陈芋汐隐忍眼泪；2024年巴黎

奥运会，同一个项目再度夺银，这个

一向沉稳淡定的女孩掩面痛哭。

“我的体重一般是维持在42.5公

斤，也不是完全不能超过42.5公斤，

但最大上限是 43 公斤。我有很多东

西不能吃。我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积

累，去达成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比我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吃什么就吃

什么更有意义，这是更高级的快乐。”

陈芋汐选择用极度的自律去应对

这无可躲避的挑战。对于来自外界的

压力和期待，逐渐走出发育期阴霾的

陈芋汐勇敢地说：“不屏蔽，直面它。”

同样的问题，挪到了跳台另一边。

“陈芋汐那个时候正在经历发育

期，可能跟我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可能我还没经历的时候不太理解，但

现在经历了，就非常理解，就很痛

苦。”全红婵曾向媒体透露，整个巴黎

奥运周期，她身高长了 7 厘米，体重

也增加了约7公斤。

“我的年龄是正年轻，但是我的

动作没有之前好。之前很轻松，就很飘

那种感觉，但现在站在台上就感觉已

经要碰到水了。”这个队里曾经最小的

队员，也终于觉察到年龄的重量。

“就像突然换了一双不合脚的舞

鞋，每个动作都要重新找平衡。”教练

陈若琳透露，为了适应新的身体状

态，全红婵每天延长训练时长，并对

动作进行反反复复的拆解。

4 月 5 日，跳水世界杯瓜达拉哈

拉站女单 10 米台比赛，全红婵以

4.95分的差距不敌陈芋汐获得亚军。

赛后，她直白地表示，结果在预料之

中，“在家训练就不咋样，这场比赛我

觉得还可以”。

4月12日，全红婵在加拿大温莎

站再次获得亚军。赛后她曾坦言：“我

对自己的这两站（单人）比赛很满意，

因为平时训练也没有跳得这么好。我

的体重确实涨了，需要一个适应期，等

适应了就会进入平稳期。现在有很多

技术需要改进，回去后会好好磨炼。”

5 月 2 日，在世界杯总决赛女双

10 米台比赛后，全红婵又谈及自己

的身体变化：“身体长了很多，自己也

在通过训练和体能多加练习，提高自

己的力量。”

面对发育期，全红婵的反应似乎

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平淡——坦然接

受、努力提升。

“想问一下全红婵姐姐，跳水训

练那么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有

没有想过逃跑？”前不久，一名正在练

跳水的小运动员向全红婵提问。

“逃跑的话，有啊。”全红婵大方

回应，“有时也想过放弃，但还是要想

开一点，多和教练和队友沟通，调整

好心态，给自己信心，积极努力。”

◎新华社记者 高萌 周欣 李春宇

30年14冠，国羽苏杯登顶望向洛杉矶
第19届苏迪曼杯羽毛球赛综述

◎新华社记者 田光雨 丁文娴 许仕豪

第19届苏迪曼杯羽毛球赛4日

在厦门落幕。中国队连续第四次、历

史第 14 次获得这座象征世界羽毛

球混合团体最高荣誉的奖杯。距离

中国队 1995 年第一次捧起苏杯，刚

好30年。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赛后

表示：“苏杯是检验一个国家羽毛球

综合实力的最好标准。30年来，中国

队获得了 14 个冠军，诞生了无数经

典比赛，培养了一众优秀选手，是中

国羽毛球整体实力的缩影。”

新的成就、新的节点，本届苏杯

对中国队又有不同的意义。在洛杉矶

奥运周期第一个世界团体大赛登顶，

中国队有足够的信心开启奥运新周

期的备战征程。

“团体赛是最能涨队伍士气的，

这个比赛打完以后，我相信整个中国

队，无论是核心队员还是年轻队员，

都会有那种冠军的气场，在后面的国

际赛场上更好地把自己的东西展现

出来。”张军说。

中国队此次苏杯阵容老、中、青

搭配合理，具备远超其他队伍的阵容

厚度，展现了中国羽毛球深厚的人才

储备。

石宇奇、陈雨菲、陈清晨、贾一

凡、黄东萍五位“五朝元老”是队伍的

中流砥柱。石宇奇延续着“团体赛战

神”的神奇表现，包括2023年苏迪曼

杯和2024年汤姆斯杯在内，连续16

场团体赛保持不败。陈雨菲“充电”归

来迅速找回状态，半决赛赢下老对手

山口茜，报了上届苏杯之“仇”。在赛

场度过 30 岁生日的黄东萍愈战愈

勇，与冯彦哲搭档四战全胜，为中国

队抗住了开场重压。陈清晨、贾一凡

尽管只出战一场，她们丰富的经验在

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老将跟欧洲选手相比年

纪并不算大，他们都还保持着相当强

的竞争力。”张军说。

“00 后”迅速成长为中坚力量。

在与泰国队的小组头名争夺战中，中

国队排出全“00后”的阵容，并以4:1

取胜。标志性一战象征着国羽“00

后”们已能担当重任。两对巴黎奥运

会银牌组合梁伟铿/王昶和刘圣书/

谭宁出战全部比赛都取得胜利，他们

正在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两

位 2000 年出生的单打选手李诗沣、

王祉怡在关键场次登场，积累了宝贵

经验。首次入选的蒋振邦、魏雅欣、翁

泓阳、陈柏阳、刘毅、郭新娃虽出场机

会不多，但苏杯大赛的氛围将帮助这

些年轻队员快速成长。

“本届苏杯中国队内部氛围非常

不错，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团队终

极目标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自己留

给这个队伍。”张军说。

从本届苏杯看当今世界羽坛，东

强西弱的格局没有变化。

韩国队仍是中国队最大对手。近

年来，韩国队在保持住双打优势的同

时，在女单取得突破。今年保持不败战

绩的安洗莹正在向着历史级别球员

的道路迈进。世锦赛双料冠军徐承宰

领衔的混双、男双，仍是韩国队洛杉矶

周期的主力夺金点。白荷娜/李绍希经

验丰富，长期保持在顶尖水准。

其他亚洲队伍中，传统强队印尼

队仍实力强劲，在男单、男双、女双多

个单项中拥有顶尖选手，他们在与韩

国队的半决赛中战至决胜场决胜局

才分出胜负。随着东京奥运会“红利”

褪去，桃田贤斗、奥原希望等名将淡

出，日本队竞争力有所下降。近年来

快速崛起的泰国队成为世界羽坛“新

势力”，昆拉武特、因达农、德差波等

选手表现亮眼。

欧洲球队方面，连续两届成为八

强中欧洲“独苗”的丹麦队受限于男

强女弱的阵容结构，很难走得更远。

巴黎奥运会周期取得长足进步的法

国队没有派出主力阵容征战本届苏

杯，不出意外止步小组赛。

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羽坛

团体赛事的中心舞台：2023 年苏州

苏迪曼杯、2024年成都汤尤杯、2025

年厦门苏迪曼杯相继成功举办，不仅

让国内球迷得以近距离观赏世界顶

级羽毛球对抗，更通过高水准的赛事

组织向全球展示了中国承办大型国

际体育赛事的能力。

世界羽联主席巴达玛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些赛事的成功

举办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各级体育事业

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承诺。她表示：“期

待看到中国举办更多大型羽毛球赛

事，以提升这项运动的全球影响力。”

（新华社厦门5月4日电）

5月3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2025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比0战胜日本队，晋级

决赛。图为中国队选手陈雨菲在女单比赛中回球。最终，她2比1战胜日本队选手山口茜。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赛 场 纵 横

以球为媒促交流
蒲泸两地青少年在切磋球技中收获成长
本报讯“原来足球可以这样

踢！”在泸定县得妥镇中心小学绿茵

场上，该校山鹰队小球员陈志杰瞪

大眼睛，看着正和自己球队酣畅淋

漓切磋球技的小球员，发出了这样

的感慨。近日，这座被群山环抱的乡

村小学迎来了“新老师”——来自

200公里外的蒲江县战斧足球俱乐

部青训营的教练和小球员。一场跨

越山河的足球教学与友谊赛，让海

拔一千多米的绿茵场沸腾起前所未

有的热情。

随着开场哨声响起，双方小球

员迅速进入状态，展开激烈争夺。交

流赛上，得妥镇中心小学山鹰队虽

然惜败，但比结果更重要的是孩子

们在比赛中展现的拼搏精神和团队

合作意识值得学习。“能和专业俱乐

部的球员切磋，学到了很多战术技

巧，对今后的比赛也更有信心了。”

山鹰队的小球员们纷纷表示。

足球的魅力，在于绿茵场上的

拼搏与汗水，更在于跨越地域搭建

起的情感纽带。以足球为桥，蒲江与

泸定两地的青少年在切磋中收获成

长，在交流中加深情谊，让帮扶协作

从物资支援延伸到精神共鸣。

蒲江战斧俱乐部教练戴雨杨感

慨道：“这次交流赛意义非凡，看到

孩子们在场上尽情奔跑、享受足球，

所有的奔波都值得。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让足球的种子在更多孩子

心中生根发芽。”得妥镇中心小学

足球教练金华也表示：“非常感谢蒲

江战斧俱乐部的到来，为我们的孩

子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期待以

后有更多这样的交流活动，共同提

升孩子们的足球水平。”

这场跨越山河的足球之约，是

两地携手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

影，更是新时代教育帮扶的温暖注

脚。相信未来，在足球的牵引下，两

地的协作故事将继续书写，让更多

孩子在运动中感受快乐，在携手并

进中拥抱更广阔的未来。

梁爽 文/图

赵心童成就斯诺克世锦赛
亚洲首冠

图为孙颖莎在比赛中回球。新华社记者 陈铎 摄

体 育 广 角

新华社伦敦5月5日电（记者

张薇）中国选手赵心童 5 日顶住老

将威廉姆斯最后阶段的反扑，以

18:12 力克对手，成为第一位夺得

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亚洲球员。

“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

觉得这是一场梦。”赵心童赛后说。

从资格赛连胜四场入围，到正赛连

下五城，斗志昂扬的赵心童说自己

虽然已鏖战近一个月，但这一刻完

全没有感到疲惫。

当28岁的赵心童与50岁的威

廉姆斯会师决赛，克鲁斯堡剧院迎

来历史上选手年龄差最大的一场冠

军争夺战。半决赛横扫世锦赛七冠

王奥沙利文的赵心童4日一开场便

火力全开，首节7:1遥遥领先，第二

节过后11:6继续占优。

经过一晚休整，两人 5 日重回

球台。出杆果断、洒脱的赵心童继续

强势进攻，半决赛淘汰世界第一特

鲁姆普的威廉姆斯则难有回应。第

三节结束后的比分为17:8，这意味

着赵心童在当晚的最后一节比赛中

只要再赢下一局即可创造历史。此

前，亚洲球员中只有中国斯诺克领

军人物丁俊晖在 2016 年打进世锦

赛决赛，但最终输给塞尔比与奖杯

擦肩而过。

不过，曾三夺世锦赛桂冠的威

廉姆斯并不打算让那些买了最后一

节门票的观众只看一局就匆匆离

场。虽然他第三节过后就忍不住在

个人社交媒体上感叹：“这太难了。

我根本不是赵（心童）的对手。他的

攻击力太强了，他可能是我见过的

最棒的得分手。”但这位“金左手”第

四节一上来突然精彩进球不断，先

是打出决赛中个人第一个单杆过

百，而后更是连赢4局，让赵心童只

能久久坐在一旁欣赏。

然而，早就被斯诺克圈赞为天赋

异禀的赵心童并没有因此失去手感。

第30局他觅得机会打出单杆87分，

最终以18:12获得胜利，斯诺克世锦

赛迎来第五个非英国本土冠军。

威廉姆斯输得心服口服，他直

言：“遇上这样一个对手，我还能说

什么。他快两年没比赛，然后从资格

赛打起，到了这里‘狂扁’我，‘狂扁’

每个人，他就是个超级巨星。”

因触碰赌球大忌，赵心童被世

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世台联）

禁赛20个月，去年9月复出。之后，

他在业余巡回赛中连夺四冠，下赛

季将重返职业巡回赛。而通过世锦

赛的一路到底，他下赛季将以世界

第11的排名开启新篇。

双方小球员在绿茵场上角逐。

图为陈芋汐（上）/全红婵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