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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奥运会主办地
里约热内卢进入“奥运时间”

不久前，3个巴西小伙子
驾车从北京“鸟巢”前往伦敦看
奥运，希望将奥运精神从北京
带到伦敦，这事引起不少巴西
人关注

实 习 生 严 航

本报记者 肖舒楠

2012年伦敦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在全世界聚焦伦敦之际，不少人也将目
光投向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地———巴西的里

约热内卢（以下简称“里约”）。中央电视台
驻巴西记者付蓓，在里约工作两年。她在近
日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 伦敦奥运会
虽然还未谢幕，但里约已经起航。如今，里
约的许多建筑都在修复中， 整个城市进入
了“奥运时间”。

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说里约已经进入
“奥运时间”？

付蓓：巴西人对奥运会非常关注。现在
许多酒吧都在直播伦敦奥运赛事， 每天酒
吧里都有很多人围在一起看比赛。 我问身
边的当地人是否在看奥运会， 几乎每个人
都给予肯定回答。一些人表示，他们更关注
巴西的优势项目，比如足球、排球、游泳和
篮球；还有很多人说，虽然平时工作较忙，
但仍希望能看到所有比赛，一个不落。

里约是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地， 与以
往相比，这里的气氛有些不一样。现在，很
多电视广告都是奥运主题；在里约机场，能
看到很多带有“里约热内卢2016”字样的奥
运宣传海报。

中国青年报：当地人怎么看待奥运？
付蓓：我问过当地人，他们普遍认为奥

运会是全世界人的联欢， 可以凝聚不同肤
色、种族的人。他们也关注巴西运动员的表
现，认为运动员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实力和脸
面。我感觉巴西人很重视奥运金牌，他们认
为奥运会奖牌与其他比赛的奖牌相比，分量
更重、意义更大。但比起金牌，他们更看重奥
运精神，觉得比赛最重要的就是放手拼搏，
展现最佳状态。

不久前，有3个巴西小伙子驾车从北京
“鸟巢”前往伦敦看奥运会开幕式，总共历
时57天,穿过25个国家，全程2万公里，就是
希望能将奥运精神从北京带到伦敦。 这件
事引起不少巴西人关注。

中国青年报： 现在里约的奥运筹办工
作进展如何？

付蓓：目前，2016奥运会开闭幕式主场
馆马拉卡纳体育场以及其他主要比赛场

馆，都处于修复阶段。走在里约最著名的科
帕卡巴那海滩边， 可以看到一些酒店也正
在修复中。

生活在这里的人普遍担心里约的交通

设施， 因为这里交通堵塞、 机场接待能力
差、高峰时段航班延误、机场行李取不出来
等问题经常发生。 里约的酒店接待能力也
有待提高，一旦举办重要会议，很多人都头
疼订不上房间； 而且经常有人抱怨里约酒
店的服务质量和昂贵的价格不相称。

里约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格里纳， 最近
也承认他们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针对这些
问题，里约政府已经有所行动。比如，为了
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他们正在加修地铁线
路。里约政府还计划拿出约305亿元人民币
改造贫民窟，整顿市容。

中国青年报： 你感觉2016里约热内卢
奥运会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

付蓓：提到里约，很多人首先可能联想
到沙滩和阳光。久负盛名的桑巴和狂欢节，
让这座著名的旅游城市， 处处散发着浓郁
的休闲和浪漫气息。在里约的海边，即便是
星期一的早上， 都会看到有很多人躺在沙
滩上晒太阳。 据说有的人上班午休时都会
跑到沙滩上躺一会儿。

来里约观看奥运会， 人们在观看精彩
赛事的同时， 更能好好享受这里的阳光海
滩和热情的桑巴，品尝到令人垂涎的烤肉。
如果说很多国家将奥运开闭幕式办成了一

个大派对， 那我预测里约奥运会开闭幕式
一定会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狂欢节。

中国青年报： 据说巴西人非常热爱运
动？

付蓓：是的，里约人最喜欢在海滩健身
运动。即便是工作日，里约的海滩上也有很
多人跑步、打沙滩排球、踢沙滩足球；还有
人冲浪 、游泳 ；沙滩边上的人行道上也有
很多人骑自行车、滑滑板。在周末，海滩上
健身的人就更多了 。为此，里约政府会将
海滩边的车道封锁，专供民众周末运动休
闲。巴西的公园也提供大量的锻炼设施和
运动场地。

作为足球王国， 巴西人最热爱的运动
自然是足球。在巴西街头，经常能看到光着脚
踢球的人。在公园草坪上，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两三岁的小朋友追着足球跑， 女孩子踢足球
的场面在这里也司空见惯。 我经常听到有人
抱怨，很多足球场地，不到周末，所有时间段
就全被预订出去了。

付蓓，中央电
视台驻巴西记者

84.1%受访者呼吁公共场所设立专门哺乳室
75.2%受访者表示当下女性在外哺乳遭遇尴尬较多

实 习 生 洪欣宜

本报记者 韩 妹

8月1日～7日是第21个 “世界母乳喂养
周”。 一直以来，因为公共场所没有专门的
“母婴室”， 很多年轻母亲在哺乳过程中遭
遇各种尴尬，有时只能在卫生间、会议室等
地偷偷地给宝宝挤出奶水；情急之时，一些
妈妈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婴儿哺乳，
这不仅将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 更引起一
些人对此“有伤风化”的指摘。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爱调研和民意中国网， 对2390人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92.8%的人表示， 自己周围的
公共场所少有专门的哺乳室。

由于哺乳不便，年轻母亲
带宝宝外出范围严重受限

“实在太难为情了， 可是几乎找遍公
园、医院或商场，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喂奶的
地方。”最近刚坐完月子的山东潍坊市民林
静文告诉记者，每当在外，宝宝饿的时候，
就是她最尴尬着急的时候。因此，她总要找
一个偏僻的犄角旮旯， 或让同行的亲戚现
场围起“人墙”，然后迅速给孩子喂奶。

“在外当众哺乳时，好多人都会一直盯
着我看，其中还有不少异性，真的觉得很不
舒服，完全没有隐私！ ”孩子还在哺乳期的
北京市民陈晨表示，在地铁站、火车站等交
通枢纽喂奶更是尴尬，“不是所有地铁站都
有卫生间，也不是所有卫生间都是干净的。
如果在动车上我就只能躲到车厢过道中一

边保持平衡，一边站着给孩子喂奶。 同时，
还得顾忌来来往往的乘客。 ”

调查中，75.2%的人表示当下女性在外
哺乳遭遇尴尬情景较多。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母乳喂养大

本营， 专门针对职业女性哺乳权问题进行
的网络调查也表明，93%的企业单位没有
配备哺乳室， 导致47%的背奶妈妈只能选
择在卫生间挤奶。其他选择还包括：办公室
（23%）、储藏室（22%）、会议室（14%）等。

母乳喂养大本营论坛负责人董明珠指

出，由于缺乏公共场所专门哺乳室，许多哺
乳期妈妈直接放弃母乳喂养， 或者只持续
了一两个月等较短时间。此外，妈妈们也会
因在外哺乳不便， 使得带宝宝外出活动范
围严重受到限制。“年轻妈妈基本不愿意带
孩子出门。 如果出门的话， 也只能在家附
近，或者首选有公共哺乳室的地方，一般都
是外资的大型商场。而且出门也不会太久，
一个小时左右就得回家喂奶了。 ”

成都母乳妈妈联盟的管理员 “迦迦妈”
龙女士则表示，由于尴尬与不便，有许多年
轻妈妈会选择借助衣物遮挡，但是夏季会十
分炎热，也不利于婴儿吃奶。她还指出，许多
妈妈选择直接挤出来用奶瓶喂，还可能使宝

宝产生乳头混淆，妈妈产生奶结等问题。

普遍提供公共哺乳室，是
对母亲基本的尊重

董明珠表示， 美国儿科医学会曾在其
母乳喂养政策陈述中提到，“母乳喂养及使
用人乳能为婴儿及其母亲带来独特的营养

和非营养方面的好处，从而优化婴儿、儿童
和成人的健康，以及儿童的成长发育过程。
其次，母乳喂养这种最自然、最直接的喂养
方式也非常有助于新妈妈快速进入为人母

的角色， 有利于亲子之间快速地相互了解
和信任，从而尽快建立家里和谐的新秩序。

“如果能普遍提供哺乳室这种人性化设
施，不就体现了对母亲基本的尊重和对婴儿
基本的保护么？ 母乳喂养关乎国民素质，关
乎国家未来，绝不是小题大做。 ”龙女士说。

调查中，84.1%的人认为公共场所有必
要设立专门哺乳室。

需要在哪些公共场所增加专门哺乳室？
86.3%的人首选“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其
次是“商场、超市”（83.4%）；排在第三位的是
“医院候诊厅”（73.9%）。 其他场所还包括“公

园”（64.1%）、“工作单位”（42.4%）等。
厦门市妇联主席吴亚汝近年来在努力

推动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设置育婴室。 她
认为， 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做
法。例如，在加拿大，几乎所有商家都会准备
一个房间作为育婴室，几乎所有的女性公共
洗手间里都配备了专门给婴儿换尿布的凹

槽大平台。在法国，有公厕的地方，几乎都能
找到育婴室，比如商业中心、旅馆、图书馆、
医院、火车站、机场，以及大众常去的政府公
共服务部门，无一例外。 甚至在法国的高铁
上，每节车厢之间都设有专门的育婴室。

去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国民健康局”
出台了《公共场所哺乳室设置及管理标准》，
在全台共设立368处公共哺乳室， 对于哺乳
室基本设备、管理维护进行了规定。 并且为
了保护哺乳妈妈，还专门配备反偷拍设施。

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曾建议，母婴室
的建设最好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模
式。 即由政府来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由商
场、 酒店等机构出钱出力把母婴室建设起
来，既是能力和责任感的体现，也有助于提
高这些机构的档次。

85.4%公众表示外媒应正常看待中国人的奥运突破
81.7%公众认为无端质疑叶诗文的外国媒体应该道歉

本报记者 向 楠

实 习 生 孙 艳

伦敦奥运会上， 中国年仅16岁的小将
叶诗文连续夺得女子400米混合泳和女子
200米混合泳冠军， 这样的成绩令世界惊
叹。 一些外国媒体却无端怀疑叶诗文可能
服用兴奋剂， 甚至在叶诗文通过国际奥委
会严格的药检之后， 一些质疑的声音还在
继续。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题客网和民意中国网， 对8932人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 83.0%的受访者认为叶诗文
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给国人带来了

“惊喜”， 70.1%的受访者在持续关注叶诗
文遭受无端质疑这一事件。 80.3%的受访
者相信， 叶诗文在经过这些无端质疑后会
变得更加成熟， 今后她会游出更好的成
绩。

55.8%公众认为外媒对叶
诗文无端质疑缘于酸葡萄心理

张婉韵是四川成都的一名公务员， 由
于练过5年游泳， 她对奥运会的游泳比赛
特别关注。 “在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时，
看到叶诗文刚开始落后 ， 我很着急 ， 没
想到她最后50米发挥得那么好 。 作为一
个亚洲人 ， 叶诗文能突破身体条件的限
制 ， 在欧美人的强势项目上取得突破 ，
太不容易了， 叶诗文夺冠的意义不只在金
牌。”

谈及叶诗文赛后遭受无端质疑， 张婉
韵觉得很气愤， 她坚信这种谣言会不攻自
破。 可在药检结果出来后， 一些外国媒体
还继续质疑， 甚至质疑药检技术有缺陷，
张婉韵说： “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了。”

因为叶诗文的出色表现， 一些原本不
关注游泳的人也受到感染， 开始看起了游
泳比赛。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蒋鸿昌就是其
中一员。 看完比赛后， 他决定在暑假里多
去游泳， 提高自己的游泳水平。

“‘没有检测出来是因为伦敦的药检
不先进， 不代表叶诗文没有服用兴奋剂’，
一些媒体这样质疑就是在 ‘耍流氓。” 在

蒋鸿昌看来， 这些国外媒体不去想叶诗文
为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付出了多少努力， 而
非要让叶诗文证明自己没有服用兴奋剂，
像这样先做 “有罪判定”， 然后再抛给一
个16岁的运动员让她自证清白， 这种强盗
逻辑实在很难让人接受。

公众如何看待一些外国媒体对叶诗文

的无端质疑？ 调查显示， 55.8%的人首选
“酸葡萄心理”， 其次是 “傲慢与偏见作
怪” （45.6%）， 排在第三位的是 “有一定
的恶意成分” （40.4%）。

其 他 依 次 是 ： 背 离 奥 运 精 神

（31.2%）； 对叶诗文不公平 （28.2%）； 让
世界更好地认识了叶诗文 （22.6%）； 叶诗
文 世 锦 赛 就 是 冠 军 ， 他 们 太 无 知 ”
（17.3%）； 会成为笑柄 （12.4%） 等。

值得注意的是， 81.7%的受访者表示，
叶诗文已经通过国际奥委会严格的药检，
无端质疑叶诗文的外国媒体应该郑重道

歉。

叶诗文为何会受一些外媒

无端质疑

叶诗文为何会受到一些国外媒体的无

端质疑？ 《足球》 杂志编委、 知名体育专
家郝清亮指出， 欧美国家在游泳项目上成
绩很突出， 亚洲人很少能与其抗衡， 突然
有一个中国运动员游出了这么好的成绩，
遭到媒体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很正常。

北京大学体育部何仲恺教授认为， 叶
诗文受到质疑主要是因为西方一些媒体

对我国存在偏见 ， 对中国崛起心里不舒
服 。 欧美一些国家对我国运动员培养体
制本来就有偏见 ， 所以借此事件发挥 ，
对叶诗文不依不饶。 而同时， 我国游泳队
以前出过的兴奋剂问题， 也给某些人留下
了口实。

对于在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组织对叶

诗文进行药检并公布消息称叶诗文并未服

用兴奋剂后， 一些外媒依然对叶诗文进行
质疑的状况， 郝清亮和何仲恺都认为这很
不合理。

郝清亮告诉记者， 国际奥委会反兴奋
组织历来都会对成绩突出的运动员不时进

行药检， 看其是否服用兴奋剂， 而且， 比
赛成绩位于前5名的选手也会进行强制药
检。 叶诗文今年表现很出色， 所以针对她
的药检非常严格， 她若服用兴奋剂会很快
被查出来。 但此次该反兴奋剂组织已公布
消息， 说叶诗文已通过药检， 并未服用兴
奋剂， 证明叶诗文的成绩就是有效的。 媒
体此时不去相信国际奥委会的信息， 反而
更加严厉地攻击叶诗文， 这显然有失媒体
的职业道德。 “叶诗文只是一个十几岁的
未成年人， 她获得金牌的快乐或许已经在
这些无端质疑中被消解了。”

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也认为，
有没有服用兴奋剂由药检委员会的检验结

果说了算 。 一些外媒通常实行 “双重标
准”， 审视东西方运动员的心理完全不同，
同样是好成绩， 对欧美运动员是欣赏、 仰
慕， 对中国就是怀疑。 这种本身就带有偏
见的出发点， 才是此次引起无端质疑叶诗
文风暴的关键所在。

外媒对叶诗文说三道四，
其实也是他们看中国发展心态

的缩影

随着我国运动员成绩的不断提升， 在
不久的未来， 将有许多运动员在原本是欧
美国家的强势项目上取得突破， 自然， 各
种质疑也会不断出现。 面对更多的质疑，
国人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广东佛山市居民孙言忠认为， 虽然外
媒的一些无端质疑很无礼， 但国外媒体从
来都不会只有一种声音， 我们需要学会习
惯质疑。 作为一个大国， 我们应该表现出
我们的风度。

重庆市居民李霞则认为， 有些质疑我
们可以接受， 但有些质疑不能接受。 对于
一个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

员， 媒体一再质问她是否通过服用兴奋剂
来提高成绩， 这是对运动员的艰苦努力和
人格的最大侮辱 。 “我们应该有大国心
态， 但大国心态不是对别人没有事实根据
的污蔑无动于衷， 不是一切都容忍， 而是
要有依据事实反抗质疑的勇气。”

“运动员保持一个好的成绩就是对无
端质疑的最好回应。” 郝清亮认为， 叶诗
文用自己200米比赛时的好成绩， 给了质
疑她的媒体很响亮的 “一巴掌”， 运动员
对质疑最好的回应就是好好表现， 拿出一
个令别人不得不称赞的成绩， 让外媒能做
的只是竖起大拇指。

央视主持人张泉灵也在微博上表示，
那些对叶诗文说三道四的外国媒体， 其实
也是近几年他们看中国发展心态的缩影。
无非羡慕忌妒恨的各种不情愿罢了， 到这
份儿上， 咱想谦虚和蔼韬光养晦都清净不
了耳根子， 就不如我们拿我们的金牌， 他
们嚼他们的舌头去吧 。 实力是最好的回
答。

调查显示， 84.1%的受访者认为， 只
要运动员恪守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的精

神， 不断展现优秀的成绩， 任何无端质疑
和攻击都阻挡不了中国体育正常的崛起。
85.4%的受访者表示， 一些外国媒体应该
正常看待中国人在运动和其他领域实现的

突破与超越。

82.6%国人认同奥运会上没有失败者
78.2%受访者认为冷遇未获金牌者是一种恶习

本报记者 向 楠

实 习 生 温江桦

举重选手周俊3次试举未成功一度被
媒体称作“最耻辱一败”、游泳小将李玄旭
拼尽全力获得铜牌回国却受冷遇……在伦
敦奥运会如火如荼进行时，许多网友发现，
当下 “金牌得主受热捧， 未获金牌者遭冷
遇”现象时有发生。

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民意中国网和中国雅虎对3005人进行的在
线调查显示，75.4%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在
观看奥运会比赛时，除了关注金牌得主外，
也关注那些失利的运动员。

78.2%的受访者认为冷遇
未获金牌者是一种恶习

公众如何看待“周俊事件”？ 28.8%的人
认为 “胜败乃兵家常事”；26.0%的人认为，
此事件暴露出我国奥运参选选拔机制问

题；22.7%的人认为她已经尽力， 值得给予
掌声；18.6%的人认为， 能站在奥运赛场上
已经是中国的骄傲。

当看到周俊3次抓举失败默默离开赛
场时， 河南郑州的医生杨亚丽深深感叹周
俊的不容易。 “周俊毕竟才17岁，她试举的
动作已经变形了，这说明她已经尽力了。赛
后采访时， 虽然周俊一再说要尽力让自己
平静下来，可是她的声音还是带了哭腔。这
么小的年纪要背负起这么大的压力， 她以
后的职业生涯乃至生活都要怎么过呢？ ”

“我想看到满面笑容的冠军，但是也想
看到很自信、很阳光的其他选手。 ”杭州某
私企员工江会记得， 举重运动员吴景彪获
得银牌后仍痛哭流涕并不断致歉，“记者安
慰他说没关系4年后还有机会，他落寞地回
答了一句，希望我能还有4年。 我听得眼泪
都快夺眶而出了。我只想对吴景彪说，作为
成绩优秀只是意外失手的运动员， 你当然
还有下一个4年。就算你4年后没有夺冠，你
的坚持也能证明你是英雄。 ”

在此次奥运会上， 江会特别关注两次
与奥运金牌擦肩而过的美国射击运动员马

修·埃蒙斯。今年，埃蒙斯没有进入决赛，他
仍然得到了妻子的拥抱。 “这让我非常感
动。 如果我们能给奥运失利运动员温暖的
拥抱和鼓励， 我想他们都能像埃蒙斯一样
面对失败重新再来。 ”

调查显示，对于“金牌得主受热捧，未
获金牌者遭冷遇” 的现象，78.2%的受访者
认为是一种恶习，应该改变。

大众反思为何“金牌得主
受热捧，未获金牌者遭冷遇”
为何“金牌得主受热捧，未获金牌者遭

冷遇”的现象频现？调查中，“金牌被一些部
门和官员的政绩所绑架”（71.2%）获选率最

高， 其次是 “唯金牌论的社会风气依然严
重”（54.5%），排在第三位的是“媒体过分宣
传金牌得主”（49.8%）。

资深体育记者谷正中认为，这种现象的
根源在于一些地方和体育管理机构内心深

处的“金牌锦标主义”，当金牌成为体育管理
与发展方面政绩的最突出表现时，拿到金牌
的运动员自然被视为“高富帅”。谷正中以吴
景彪为例指出，作为一位运动员，他深知自
己的这一次意外一定会在社会、荣誉、经济
等多方面，对他自己甚至他家人产生重要影
响，甚至还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 这就是
“金牌锦标主义”在他身上最为明显的投射。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谭建

湘指出，奥运比赛后，拿到金牌和未拿到金
牌的运动员受到的待遇历来是不同的。 而
且，金牌和奖励政策与全运会挂钩，而全运
会又和省运会挂钩， 这样一路挂钩下来，金
牌的影响就被过分放大了，追逐金牌的不再
只是运动员本人，还有其背后一些地方政府
与体育管理机构。

民调显示大众体育普及是

体育强国的首要标准

8月2日， 武汉大学学生张赫茨郁闷了
一天， 这是因为王皓第三次在奥运会上获
得亚军。她一直关注王皓赛后的相关消息，
每当想到王皓所说的 “我的球迷和观众可
能比我还失望，我依然这么坚强，希望他们
比我更坚强”，她的鼻子总是会酸酸的。

“谁说只有获得金牌才算伟大，能在3
届奥运会获得银牌，还能泰然处之，这样的
王皓也很伟大。奥运赛场上没有失败者。只
要王皓继续坚持他的梦想， 我就会继续跟
随。 ”张赫茨说。

调查显示，82.6%的人认为， 奥运会上
没有失败者， 因为他们都是最擅长运动的
地球人。 89.6%的人认为，给予未获金牌者，
特别是那些失利者更多的关注和关心，最
能体现一个体育强国的风度。

谭建湘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成为体育
强国，首先应该思考，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体
育强国。 比如，“比赛让球”这种违背奥林匹
克精神的行为，肯定很少出现在一个体育强
国中；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也应该给金牌
获得者与非金牌获得者大致平等的待遇。

“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体育强国需要
很多标准，金牌不能代表一切。 ”武汉体育
学院教授王金灿说， 体育强国的评判标准
还有群众运动、体育产业、体育法规等，奥
运金牌不是全部。

什么才是体育强国的真正标准？ 调查
显示， “大众体育普及”（80.6%）排名第一，
“全民运动风气”排名第二（79.2%）。其他依
次是：“体育联赛水平”（36.6%）、“体育产业
是否发达”（36.3%）、“对待未获得金牌者的
态度”（32.9%），“奥运金牌数量”（20.1%）。

8月5日， 20多名年轻妈妈
在重庆江北观音桥步行街集体当

街哺乳。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