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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淄博6月10日讯 为了
强化第25届省运会备战参赛意
识，提高各项目队的备战积极性，
按照淄博市体育局要求，6月8日
上午，淄博市体校召开了夏训动
员大会。

会上，副校长左玉峰传达了
《市体育局关于切实做好2020年
夏训工作的通知》，副校长杨雷宣
读了《市体校2020年夏训工作实
施方案》，三名教练员代表王钦
涛、王颖、董宝华作了表态发言，
表达了各训练中心及全体教练员
对做好备战工作的坚强决心，对
完成夏训任务目标，争取最后胜
利的必胜决心。

校长尹涛要求教练员每堂训
练课要出效果，训练计划要科学
周详，要常总结、多思考；要了解
队员的需求是什么，教练员要对
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关心备至；教
练员要向管理要效益，要把控好
运动员的管理，把运动员管理好，
运动员吃好、睡好才能练好；要加
强运动员的思想品德教育、感恩
教育和校训主题教育；训练干部
要尽到职责，要为一线教练做好
服务保障工作，同时还要注重培
养优秀教练，想尽办法提高教练
员执教水平。

会议由训练科科长张炳刚主
持，学校领导班子、全体教练员、
训练口工作人员参加了夏训动员
大会。

任何一项运动都会进行改革，乒乓球也不例外。疫情期间，国际乒联推出的WTT乒乓球职业大联盟计划，引来各界热议：成立WTT（世界乒
乓球公司）、效仿网球打造乒坛四大满贯赛事，球员、球迷真能从中受益吗？

6月9日晚，国际乒联WTT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举行线上论坛，国乒两位大满贯选手马龙和丁宁、德国世界冠军波尔、日本队两大奥运主力石川
佳纯和张本智和，以及美国选手张安和尼日利亚人阿鲁纳出席。国际乒联CEO史蒂夫·丹顿也终于在论坛上回应：世乒赛单项赛暂不取消。

寻找平衡 世乒赛仍在

4月，国际乒联发布了《来
自国际乒联CEO史蒂夫·丹顿
的一封信》，在WTT公司的未来
蓝图中，最引人关注、同时也是
争议最大的一点在于，倡导将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就是世
乒赛改为一项纯团体比赛，保
留每两年一届、目前每个偶数
年举办的团体世乒赛，直接取
消每个奇数年举办的单项世
乒赛。

单项世乒赛已经历时94
年，可谓是乒乓球“皇冠上的明
珠”。公开信发表后，乒坛首位
大满贯得主、有瑞典“常青树”
美誉的瓦尔德内尔率先回应：

“我认为世乒赛单项赛肯定不
应该被取消，这项赛事的冠军
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现在乒乓
球运动已经改变得够多了，让
人有点无所适从。用球、赛制
等内容，现在全都改了，我都有
点被搞糊涂了。”随后瑞典队公
开表达了不满。

6月9日晚的论坛上，最后
一个发言的阿鲁纳将这一问题

抛给丹顿：世乒赛究竟会取消
吗？这一次，丹顿直言：“关于
取消世乒赛的想法，只是我在
自家阳台上的一些想法，还不
成型。”他说：“目前还没有计划
取消世乒赛单项赛和团体赛，
暂时还会继续坚持现有的模
式，但是未来要对这个问题保
持开放的态度。希望世乒赛和
WTT的比赛体系今后能和谐共
存，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标网球 职业化推进

全新的WTT赛事体系，将
分为三个等级。WTT赛事战略
总监达基特介绍，第一等级赛
事是四大满贯赛，“我们的梦
想，是将乒乓大满贯赛打造成
类似温网、高尔夫大师赛这样
的顶级赛事。”第二等级为冠军
赛，每年8站。第三等级是挑战
赛，风格更加靠近传统意义上
的乒乓球比赛，让一些新星有
参加比赛的机会。赛季收官站
则是世界杯决战。

不过，目前的国际乒联巡
回赛体系里，选手基本还是以

团队或者国家队名义集体参
加，没有像网球那种纯粹以个
人身份参加的比赛。那么WTT
赛事体系出炉后，运动员如何
报名参赛？石川佳纯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是像网球赛事那
样，自己报名、自己参赛吗？”

对此，国际乒联市场总监、
WTT总监庞德回答：“你说得非
常对，职业化是未来目标中最
重要的部分。球员是最重要的
主体。我们会帮助球员和赛事
平台建立更直接联系。”

而德国一哥波尔的提问，
则关乎球员世界排名，这将影
响到延期到明年举行的东京奥
运会种子排名。国际乒联表
示，世界排名肯定会围绕WTT
做调整。“目前奥运会延期，很
多球员担心会影响奥运会的种
子排名。我们会想办法，尽量
把奥运会种子排位的影响降到
最低。”丹顿说。

众所周知，职业网球的极
度个人化，建立在球员和专属
团队的合作模式上。国际乒联
如今要参考网球的职业赛事模
式，无疑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

的改革。而这里面很多纷繁复
杂的细节，还需要WTT进一步
研究解决。

蓝图展现 一站在中国

据透露，WTT已经收到来
自中国15个城市的主办申请。
而关于四大满贯赛，丹顿表示，
未来肯定会有一站设在中国，
另一站设在亚洲另一座城市，
而其余两站则将在其他大洲选
择。还有更多的细节，已经在
WTT的蓝图中展现：希望主办
城市为乒乓球大满贯打造专属
球馆、当地城市举办乒乓球嘉
年华、为主办方城市球员发放
外卡……

梦想是美好的，但没有一
项改革，不会遇到一道道关卡。
关于WTT全新赛事体系的讨
论，6月9日晚只是一个开始，未
来，一定会有更多来自不同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批评。

国乒队长马龙6月9日晚
说：“东京奥运会后，我应该不
会退役。这么好的赛事，我期
待参加。” 据《新民晚报》

效法网坛 乒球打造四大满贯赛事？
名将感兴趣 改革有难度

本周，中国足协再次提交了
中超联赛开赛申请，中超联赛有
望在7月11日正式重启。现在
距离联赛重启时间还有1个月，
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
明确。

上海广州承办赛会制

按照新的方案，中国足协计
划联赛在7月内开赛，中超暂定
7月11日启动，中甲则在7月17
日开幕，而7月4日先期进行超
级杯的比赛。至于赛地，目前看
来联赛采用赛会制的可能性极
大，参考蛇形分组原则，设立广
州和上海两大赛区，各自承接一
个小组的比赛。

其中，上海现有虹口足球
场、源深体育场、金山体育场等，
都能满足作为中超联赛的正式
比赛场地需求。此外，上海赛区
还将会增加苏州作为辅助。广
州足协给出了4个正式比赛场地
分别是天河体育场、越秀山体育
场、广州大学城体育场和广东奥
体中心体育场，以及一个备用比
赛场地为花都体育场。

粤沪四队北上南下

赛会制分两个赛区，那么球
队和训练场如何分配呢？

首先，在赛区上会按照上赛

季成绩蛇形排列，分成A、B两
组，每组8支球队。不过，考虑到
弱化主场的因素，因此在最终分
组的时候又进行了微调。比如
恒大、富力和深圳3支广东球队
都在A组，他们将被分到上海赛
区，而本来在A组的申花将进入
B组，与上港一起前往广州比
赛。这样一来，所有球队都是异
地作战，没有主场优势，比赛更
加公平。

此外，每个赛区的训练场地
如何分配也是个问题。因为每
个赛区的各个训练场地条件不
同，有些差别还比较大，每支球
队肯定都想得到条件最好的训
练场地。据悉，足协目前确定的
原则是：各个赛区按照上赛季中
超联赛的排名，排名高者有优先
选择权。比如，上海赛区，申花
康桥基地和上港世纪公园基地
应该是条件最优的。广州恒大
拥有第一选择权，江苏苏宁有第
二选择权，这两队大概率会选择
申花和上港的基地作为各自“大
本营”。至于广州赛区，条件最
好的训练场地是广州恒大番禺
基地和广州富力大学城基地。
按照规定，广州赛区的北京国安
有第一优先选择权，其次是上海
上港，估计两队会选择恒大和富
力的基地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第二阶段赛制未定

从目前的情况看，联赛第一
阶段的赛制已经没有异议，但是
到了第二阶段的淘汰赛，赛制则
依然没有确切消息。毕竟从足
协和俱乐部的角度来说，如果疫
情过去，条件允许，肯定还是恢
复主客场制更好。当然，这里的
前提是条件允许。为此，中国足
协也是特地向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马昕副院长、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教授、医务处长王惠英女
士颁发了“中国足球协会防疫专
家”聘书，请他们协助重启联赛
的工作。

此外，赛会制的使用，也带
来了中超是否会取消“升降级”
的质疑声。据悉，在已经设计出
的联赛竞赛方案中，均有升降级
的内容。

30名外援尚未回归

截至目前，北京中赫国安的
热内西奥、江苏苏宁的奥拉罗尤
等共5名中超俱乐部的主帅尚未
归队，外援为30人没有归队，其
中江苏苏宁队的主帅和5名外援
都没回来。在争冠热门球队中，
北京国安队的外援奥古斯托等
滞留在家，恒大队的外援中塔利
斯卡和保利尼奥仍然在巴西。

一旦联赛重启，外援无法归
队，中超比赛如何确保公平性？
为此，中国足协准备了4套方案，

外援每场报5上4、全华班、对阵
时以外援人数少的球队为准和
统一只能按照两名外援出场。
总的来说，4种方案各有优劣。
因为每个俱乐部的情况不同，各
方也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联赛重启
前，让尚未归队的主帅和球员归
队显然是最佳选择。

据《北京晚报》

■ 相关新闻

WCBA联赛

本赛季
后续比赛取消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国篮协10日宣布，在疫情常
态化防控背景下，综合考虑第十
四 届 全 运 会 预 赛 及 下 赛 季
WCBA（中国女子篮球联赛）联
赛赛程等多方面因素，中国篮协
决定取消201 9- 2 0 2 0赛季
WCBA联赛后续比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19-2020赛季WCBA联赛在
进行到常规赛第18轮后暂停。
通知宣布，2019-2020赛季
WCBA联赛排名以常规赛第1-
18轮排名为准。其中北京、东
莞、江苏位列前三名，天津、武汉
及河南位列第十六至第十八名。

第一阶段赛会制 上海广州南北分区

中超有望7月11日重启
强化第25届省运会备战参赛意识

淄博市体校
召开夏训动员大会

丁宁

马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