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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全运再争金 朱婷能否上阵引关注

9月16日是陕西全运会正
式开幕后的第一天，将在射击、
举重、柔道等项目上产生14枚
金牌。其中在射击和举重赛
场，5位东京奥运冠军将向全运
会金牌发起冲击。

在本届全运会开幕前鸣枪
的射击比赛共产生19枚金牌，
至15日已有13枚金牌名花有
主。16日，将进行两项团体
决赛。

在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
中，东京奥运该项目的冠军组
合庞伟(河北)/姜冉馨(上海)将
以“奥运联合队”的名义再次联
袂出战，夺金当无大碍。

本届全运会部分竞赛项目

与东京奥运会挂钩，出征东京
的团体和配合类项目可沿用奥
运阵容，以“奥运联合队”的名
义参加全运会。

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
以东京奥运新科状元张常鸿和
杨皓然分别领衔的山东队和河
北队暂居资格赛的前两名。

举重将率先产生女子49公
斤级和55公斤级两枚金牌，两
位东京奥运奖牌得主无疑是最
大夺冠热门。

在东京奥运会上，侯志慧
获得女子49公斤级冠军，并打
破抓举和总成绩奥运会纪录。
此番代表湖南队出战，侯志慧
的目标不言而喻。

在女子55公斤级决赛中，
东京奥运银牌得主廖秋云将同
样身披湖南队战袍。在一个多
月前，廖秋云以1公斤之差屈居
于菲律宾选手之后获得亚军，

这也是中国举重队在东京奥运
会上“丢掉”的唯一一枚金牌。
此番回到全运会赛场，廖秋云
渴望以一枚金牌证明自己的
实力。

16日的全运会赛场，还将
产生柔道5个级别的金牌。女
子柔道也曾是中国体育的优势
项目，但在东京奥运会上却颗
粒无收，创自1992年女子柔道
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以来
的最差成绩。

因此，本届全运会的柔道
比赛尤其令人关注，因为从这
一赛事水平，尤其是新人表现
中可窥斑见豹，大致预见这一
项目未来发展潜力。

在当日的全运赛场，除了
金牌争夺战外，几场球类赛事
也颇为引人注目。

羽毛球将进行5个单项的
半决赛，入选东京奥运阵容的

国羽4位单打选手和5对双打组
合全员晋级。其中东京奥运银
牌得主谌龙与另一名奥运男单
选手石宇奇会师半决赛，堪称
提前上演的男单决战。

女单半决赛，奥运新科状
元陈雨菲将迎战有羽球“天才
少女”之称的“00后”小将王祉
怡。在11日结束的团体赛中，
王祉怡为湖北队获得女团冠军
立下大功。另一场女单半决赛
将在国羽名将何冰娇与福建选
手谭宁之间进行。

女排成年组比赛将于16日
拉开战幕。在东京奥运会上，
卫冕冠军中国女排止步小组
赛，爆出一大冷门。如今，女排
国手们将各自为政，其中代表
河南队的朱婷最引人关注。

中国女排兵败东京，与朱
婷的手伤不无关系。这位中国
体坛现役最大牌球星的伤情也

成为球迷们的牵挂。在全运会
女排首日赛事中，朱婷能否上
阵、其伤情和状态如何，也成为
当日赛事的一大看点。

女足成年组比赛同样在16
日揭幕。和中国女排分散作战
不同的是，中国女足保留了东
京奥运参赛阵容，以“奥运联合
队”的名义亮相。

在当日的揭幕战中，女足
“奥运联合队”将迎战东道主陕
西队，获胜当在情理之中。但
在本届全运会上，女足“奥运联
合队”的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队伍的状态和表现。

中国女足东京奥运小组出
局后，其主帅贾秀全虽未官宣
下课，但离任成为必然。目前
女足“奥运联合队”暂由原女足
名将水庆霞带队，此次全运会
也有望成为水庆霞入主中国女
足的试金石。 本报综合

本报综合消息 9月15日
晚，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西西
安正式开幕。本届全运会竞赛
项目共设35个竞技体育项目和
19个群众体育项目，创下历届
之最。攀岩、冲浪、滑板、霹雳
舞这些新兴项目也加入到全运
赛场，注入新的活力。

从1959年到2021年，全运
会已经走过62年，这是首次来
到中国中西部地区举办。而由
于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延期，
两场大赛也首次在同年进行。

开幕式现场，国旗方阵伴
着《歌唱祖国》率先入场。各代
表团方阵也依次入场，其中不
乏全红婵、汪顺、巩立姣等东京
奥运冠军的身影。

开幕式上，山东代表团第
15位出场，旗手由来自济南的
五人制篮球男子U19队队员马
鑫鑫出任。

本届全运会，包括101名淄
博籍选手在内的山东代表团共
有956名运动员参加33个大项、
46个分项、325个小项的比赛，
参赛人数、参赛项目皆为历史

新高。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
山东代表团斩获14枚金牌、14
枚银牌、13枚铜牌。

未来12天里，50名东京奥
运会冠军将携手来自全国37个
代表团的12000余名运动员，在

全运会这片见证中国体育发展
的舞台上奋勇拼搏，展现中国
体育健儿风采。

伴着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
《追着未来出发》，开幕式进入
文体展演。

从源远流长的周代礼乐、
鼎新图强的秦人变法到佳话频
传的汉朝开放、唐舞翩翩的盛
世长安……深刻展现出生生不
息的中华文明和根深叶茂的民
族之根，声声秦腔更是吼出新
时代的文化自信。

在万众瞩目中，全运会开
幕式进入到最终的火炬接力。

苏炳添、张雨霏、秦凯、郭
文珺、马龙，在5位奥运健儿的
传递之下，火炬来到“00后”女
子步枪运动员杨倩手中。

7月24日，杨倩在射击女子
10米气步枪项目创奥运纪录拿
下东京奥运首金。时隔两天，
杨倩又与队友配合再获射击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成为
中国射击队自建队以来首位在
同一届奥运会上收获两枚金牌
的运动员。

在全运会开幕式中，杨倩
带着共同的希望和梦想，点燃
主火炬。

第十四届全运会西安开幕

956名齐鲁健儿逐梦“战秦”

9月15日，山东省体育代表团在入场仪式上。新华社发

射 击 、跳 水 、乒 乓 球 、举
重……第十四届全运会各项目
汇聚了国内最优秀的运动员参
赛，在这些中国传统强项上，全
运会比赛的难度远远大于奥运
会，“世界冠军易得，全运金牌
难求”并非夸大其词。

射击项目汇聚了杨倩、张

梦雪、郭文珺、姜冉鑫、张常鸿、
李越宏、杨皓然、盛李豪等在奥
运会摘金夺银的运动员，这样
的比赛完全可以用“炼狱级别”
来形容。高手与高手之间的较
量，胜负往往就是一瞬间，14日
的射击场上，李越宏、张常鸿两
位山东籍枪手相继摘金，而两
人在决赛中均是通过加赛力挫
对手，没有一颗“大心脏”是拿
不下这块金牌的。

跳水项目上，看看参赛者

头衔就让人“嗔目结舌”。任茜
是里约奥运会10米台冠军，张
家齐是2019年世锦赛和东京奥
运会女双10米台金牌得主，陈
芋汐集2019年世锦赛女单10米
台金牌和东京奥运会女双10米
台金牌于一身，而全红婵更是
在东京一跳天下知，强势赢得
女单10米台冠军。男子方面，
在东京奥运会上，曹缘和陈艾
森获得双人10米台银牌，曹缘
获得单人赛金牌，杨健在苦战

失利后获得银牌。全运会上，
曹缘没有参加单人10米跳台比
赛，杨健最终夺冠，山东小将练
俊杰获得亚军。男女10米跳台
决战的紧张激烈程度，可用“神
仙打架”这四个字来形容。

开幕式之前，射击、跳水因
超过奥运会的竞争强度而数次
成为各大网络媒体的热门话
题。在全运会开幕后进行的乒
乓球和举重比赛，无疑将会再
现“地表最强赛事”场面。此

外，在体操、羽毛球等中国传统
优势项目上，部分小项的水平
和竞争激烈程度同样不亚于奥
运会等世界大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特派记者 尹珂

传统强项竞争激烈 全运会金牌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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