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企老板扛不动中超球队，申花留沪因股东变换———

上海足球“旗舰”旧貌换新颜
本报记者 郭 剑

中超球队申花西迁昆明一事日前作

罢， 本周足代会前夕， 上海申花正式向上
海市足协递交注册材料， 尽管中国足协曾
表示 “不排除申花先在上海注册然后再按
照程序迁出的可能”， 但申花留在上海已
无悬念。 在上海球迷心中留下 “爱折腾”
印象的申花投资人朱骏， 也在近日将手中
28.5%的俱乐部股份， 以将近3亿元价格转
手给一直 “隐在幕后” 的其余5大股东代
表， 这意味着经营申花7个赛季、 前后投
入超过6亿元的 “球迷” 朱骏， 终于与申
花和平分手。

据记者了解， 隶属于上海市国资委、
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 2013年实现业务经
营收入超过3283亿元的上海绿地集团， 将
成为申花这支老牌劲旅的新主人。 不出意
外， 绿地集团将于春节前夕宣布从5大股
东手中收购申花， 集团董事长张玉良日前
在上海人代会期间明确表示， “上海的企
业需要支持上海的体育事业， 上海的球队

应该与城市地位和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相匹

配”。 而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张玉良说
出 “不用5年， 3年就要交出漂亮成绩单”
的豪言壮语。

目前， 正在西班牙拉练的申花队距离
回国还有3天， 拉练期间， 主教练沈祥福
屡用全华班与对手周旋， 5场热身赛2胜3
负的成绩令人对年轻球员的成长抱有信

心， 而绿地集团全面接管俱乐部的 “光明
前景”， 也让多位外援近日前往球队接受
试训。

朱骏经营申花期间， 球队不断抛售球
员以缓解财政危机的做法， 使得上海球迷
多有不满， 但对于私营企业主朱骏而言，
全面掌控国际大城市名片级别球队确实难

有作为， 如今经济实力极为雄厚的绿地集
团入主申花， 资金方面的宽裕程度足够申
花下赛季在中超站稳脚跟并谋划重返强队

行列。 只不过， 上海球迷仍然需要时间来
适应 “上海绿地申花” 这样一个全新球队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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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术探索中国特色职业体育之路青 文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仅靠奥
运会的金牌和奖牌数量来支撑是不行的。
必须要在世界竞技体育领域的主流项目中

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职业体育的足球、篮
球、 冰球、 网球和马术等项目上要有所作
为。”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新当选的
中国马术协会主席肖天在2014中国马术协
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积极探索有中国

特色的职业体育发展道路是当前中国体育

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就我国而言，职业体育是举国体制

奥运争光之后的更高的体育发展模式。”在
肖天看来， 这是对我国现行体育体制的完
善和补充，“当今世界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
发展的最高形态。”数据证明，美国橄榄球

联赛的品牌价值高达45亿美元， 而世界杯
足球、NBA、F1等职业体育的一个项目，都
能与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商业价值比高低。
而马术与赛马，在肖天看来，也是“有条件
成为职业体育”的运动项目。

但肖天坦言， 职业化项目一定需要有
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 成熟的市场经济环

境， 可 “中国职业体育刚刚起步， 三大球
包括我国其他一些项目的职业化探索， 遭
到社会诟病。 除工作不到位外， 国情和社
会发展阶段体制性障碍不容忽视。” 具体
到马术项目 ， 马匹进口税 、 马场用地确
权、 协会实体化 、 运动员等级标准等问
题， 都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
“中国马术的发展不能脱离现有的发展阶
段， 我们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
育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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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

市长选举引发反对派大规模抗议活动
本报驻外高加索记者 杨 军

1月15日， 吉尔吉斯两大城市———首都比什凯克和南部最大城市奥什

举行了市长选举。 北部比什凯克选举波澜不惊， 唯一候选人———社会民主

党的库尔马托夫直接当选。 但政权党与反对派在奥什的竞争十分激烈， 此
前呼声较高的反对派候选人、 前市长梅尔扎克马托夫意外败选引发反对派
强烈抗议， 认为政府选举舞弊， 并宣布将在本月30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
活动。

吉分析人士称， 梅尔扎克马托夫在奥什享有较高声望， 连任呼声较
高， 但其与当局 “不对付”， 在选前被总理解职， 但经过当局 “运作”， 亲
政府的候选人卡德尔巴耶夫当选。 吉实行议会制， 地方长官选举也是如
此， 即由议会多数党推选。 奥什市议会共45席位， 在此次选举中梅获19
票， 而卡获得了25票。

选举结束前， 梅尔扎克马托夫的支持者就已开始在市政府门前集会。
选举结果公布后， 示威民众向政府大楼投掷石块并试图冲击政府大楼， 但
被特种部队拦下。 部分当选议员借机溜走， 也有少部分议员留在政府大楼
内陪着刚当选的市长卡德尔巴耶夫。 示威人群点燃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的画
像并高呼梅尔扎克马托夫为 “人民的市长”， 要求卡德尔巴耶夫离开。

梅尔扎克马托夫在现场呼吁支持者保持克制， 不要攻击政府大楼， 以
免被当局抓住把柄。 吉反对派代表称， 梅尔扎克马托夫此举正式走上了与
当局对抗的道路。 他将致力于将自己的 “民族统一党” 打造成强大的、 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政党， 并争取在2015年的吉议会选举中占据更多席位。 并
且， 不排除梅与其他政治势力联合的可能。

吉 “stanradar” 新闻网评价这次奥什市长选举认为， 从选举结果看可
以说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管控， 但比什凯克 （中央政府） 的这种行为
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南北矛盾。 奥什和整个南部的民众都对选举的公证性表
示质疑， 15日当天的集会也说明， 很多人打算继续支持梅尔扎克马托夫。
如果当局不能尽快通过改革和经济投入来安抚奥什市民， 吉南北之间的对
立将更加尖锐。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当局为加强对南部的掌控迈出了关键
一步， 但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毕竟如果国家第二大城市的市长认为自己
才是该市的主人并抗拒执行中央政令的话 （指梅尔扎克马托夫）， 吉是难
以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的。

此前， 吉南北两大城市市长先后离职。 2013年12月4日， 首都比什凯
克市长奥姆库洛夫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辞职。 去年12月5日， 吉总理萨
特巴尔季耶夫签署命令解除了奥什市长梅尔扎克马托夫的职务， 但并未解
释原因。

根据吉法律， 总理有权在地方选举前免除地方长官职务并任命代理官
员。吉国内普遍认为，这与梅尔扎克马托夫支持克尔季别科夫有关。梅尔扎
克马托夫是2009年巴基耶夫当总统时任命的奥什市长， 也是2010年吉政权
更迭后少数留任下来的官员。当时的过渡政府几次想把他解职，代总统奥通
巴耶娃也亲自劝他辞职， 但都没有成功， 反而激起南部民众强烈不满。

吉人士称， 梅尔扎克马托夫任市长期间， 为奥什做了不少实事， 赢得
百姓爱戴。 但他一直与中央政府不对付， 经常公开批评当局， 中央政令到
了奥什也难以推行， 梅尔扎克马托夫俨然将奥什当成了 “独立王国”。

吉政治评论家卡扎克巴耶夫说， 中央政府早就要走这一步， 现在 “撕
掉所有面具”， 希望借机拔掉这颗 “眼中钉”， 中央政府将积极扶植自己人
参加奥什市长竞选。 选举前， 梅尔扎克马托夫自信满满， 他警告现在的代
市长， “在他重返市长办公室前， 不能动他办公室里的任何东西， 包括桌
子上的钢笔”。 实际上， 梅尔扎克马托夫的确有不小的胜算。 吉实行议会
制， 奥什市长是由议会多数党推出， 选举前梅尔扎克马托夫领导的 “人民
统一党” 和其联盟党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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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町虐杀海豚行动仍在继续———

执迷不悔 日本标榜屠鲸、屠豚是“传统文化”
本报驻日本记者 张建墅

太地町， 日本和歌山县东牟娄郡的一个
小镇，面向太平洋。 这里只有3200个居民，他
们的家门口就是湛蓝海面，风景无限。但每年
9月到次年4月，这里就会成为血腥的屠宰场。

渔季一到，渔民们就会开动渔船出海，将
成百上千头海豚驱赶到这里的狭小海湾，饿
上数天，然后用狩猎方式进行筛选、围捕，最
后挥动手中的鱼叉无情地刺向它们。瞬间，原
本蓝湛的洋面被染成血海。 阵阵“海豚音”击
碎港湾的宁静，但这不再是美妙的歌声，而是
海豚们被逼临生命绝境时的哀嚎。

即便只是描述， 上述极其血腥残忍的场
面仍令人毛骨悚然。自然，这也会激起国际社
会的公愤和批判。

辩称“屠豚”是“日本文化”
1月18日， 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

迪发表网文称：“美国政府反对（日本）围追捕
杀海豚的捕鱼方式。”她还表示对这种做法的
“非人道性”感到非常担忧。 卡罗琳这篇网文
是用英文和日文两个版本发的， 足见这并非
她的一时率性之举。

之后 ， 美国驻日本使馆方面进一步说
明： “最近美国大使馆收到了国内外诸多反
对日本和歌山县太地町围捕海豚的意见。 卡
罗琳大使非常喜欢动物， 对围捕的方式表示
担忧。”

卡罗琳的批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立即招来了日本方面的反击。 日方的表现具
有十分明显的“一贯性”：官方一致出面护短，
主流传媒集体噤声，和歌山当地蛮横反击。和
歌山当地官员辩驳的理由主要有四点， 一是
捕杀海豚不属国际捕鲸委员会管理， 且没有
法律明文禁止； 二是围追捕杀方式是日本古
已有之的渔猎传统； 三是食用鲸鱼或海豚肉
是日本民族的饮食文化传统； 四是捕杀基于
科学依据，不为商业利益。

1月20日下午，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为
此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 他称： “包括海豚
在内的鲸类哺乳动物是重要的资源， 应该基
于科学依据持续利用 。 围捕海豚是我国的
传统渔业之一 ， 是根据相关法令而进行的
妥当行为。” 菅义伟还说： “海豚不属国际
捕鲸委员会的管理对象 ， 是由各国自行管
理的。 ”

21日， 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表达了与菅
义伟相同的立场， 并称将继续谋求国际社会
的理解。

网民反讽美国驻日大使

日本诸多主流媒体， 只是转述了一下官
方的立场， 罕有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和正义之
声。

有了安倍政权高官的撑腰和媒体的纵

容，和歌山县知事仁坂吉伸的态度极其蛮横。
他的立场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区别。
在县政府举行的记者会上，仁坂吉伸称：“虽然
可以说是残虐，但是剥夺了（它们的）生命我们
才得以活下来。 ”他辩称这是当地的习俗，反
驳说：“我们也屠杀牛、猪等。 可屠杀对象换成
海豚就被认为是‘残虐’，这说得通吗？ ”

仁坂吉伸还傲慢地说， 世界各国的饮食
文化不同， 如果日本的捕杀行为不会导致相
关的世界性（鲸或海豚）资源匮乏，那么（国际
社会）认可日方的立场是“文明的智慧”。

日本朝野对国际社会批评声音的对抗，
也在网络上蔓延。 部分日本网民对卡罗琳的
网文很不以为然， 他们的回帖也是针尖对麦
芒，甚至极具挑衅性。

比如， 有的帖子反问卡罗琳：“（日本捕猎
鲸鱼或海豚的传统） 在贵国建国之前早已有
之。 你们烹食牛犊和羊羔就很人道吗？ ”“美国
人每年剥夺了多少头鹿的生命？ ”“美国在日本
投下原子弹，在中东狂轰滥炸是什么行为呢？ ”

又如，有的帖子说：“（卡罗琳）是一边吃着
日本的高级牛肉和刺身（生鱼片）一边写出那
样的网文的吧？！”“她应该为促进和平、亲善的
外交关系而来，批评他国文化不是她的工作。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就应该回美国去。 ”

卡罗琳是去年底才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的。 刚开始时，日本方面对她寄予厚望，期待
她对奥巴马政权的影响力进一步挽回日美关

系。 可是，去年底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美
方却在第一时间通过驻日本大使馆表达对安

倍的“失望”。 此番卡罗琳又对日本发出忧虑
之声。 看来， 日本国内对她已经开始感到不
爽。卡罗琳也将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日本这
个国度在某些方面的做法， 实在令人感到不
可理喻。

“屠豚”恶行仍在和歌山继续
太地町捕杀海豚的暴行果真古已有之？

果真不以商业利益为目的？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介绍，（日本集中

屠戮海豚的捕鱼方式）是从1933年开始、1969
年才真正盛行的。从2000年到2005年，每年平
均被卖到水族馆的海豚数量是56头。 而2006
年到2012年间，这一数字已经翻了一番有余，

变成了137头。每头海豚价值4万~15万美元不
等，现实经济利益不言自喻。

“海洋守护者协会”爆料称，就在舆论未
平的1月21日，太地町的渔民用防水布遮住了
围困海豚的湾面， 然后用鱼叉猎杀了几十只
海豚。 至少有41只海豚被杀，130~140只海豚
被驱赶回大海。 英国媒体则保持称被杀的海
豚多达170头。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在当地时间1
月21日再次强调， 美政府反对日本的商业捕
鲸活动。哈夫同时指出，日本捕杀海豚的行为
“有违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性和人道性”。
哈夫还重申， 卡罗琳大使近日关于日本屠杀
海豚行为的批评网文，“表达了美国政府多年
以来的意见”，直接地向日本政府表达了美方
的担忧立场。

可是， 就像安倍去年底罔顾国际社会的
劝阻悍然拜鬼一样， 日本方面根本不在乎美
方的“强烈担忧”。22日，太地町的渔民们又重
新出海，继续寻找猎物的踪迹。

“屠鲸”“屠豚”恶俗恐致日
本文化沦落

2020年东京将举办奥运会， 安倍政权正
为这一国际盛事而千方百计筹划各种主题活

动，着力向世界推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在历
史方面的重要举措， 就包括把与周边国家之
间争议领土说成是“我国固有领土”；在文化
方面，则刻意膨化“和食”文化的内涵，极力彰
显日本国家之“富裕和美好”。

2012年3月，日本官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提出申请，要求认定“和食”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 日本申报材料对“和食”的说法是：“和
食”不仅是日本料理本身，而且是基于日本人
“尊崇自然”的气质，以及与“食”有关的“风俗
习惯”。

难道，无情虐杀鲸鱼或海豚这样“与人类
社会种群关系” 极强的动物， 也属于所谓的
“尊崇自然”的气质？

当年，在汉城（首尔）和北京举办奥运会
的时候， 日本一些媒体曾极尽舆论攻击之能
事， 对中韩两国民间食用狗的现象进行了穷
追猛打， 甚至对中韩等国家食用狗肉的历史
加以“学术性考究”，最终歧视性地将之概括
为“犬食文化”（不是“食犬文化”）。那么，等到
东京再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 日本是否会用
一盘盘表面装摆得象艺术品一般、 内里却隐
含着血腥屠戮景象的鲸鱼肉或海豚肉，用“屠
鲸文化”“真诚好客地优待” 世界各国的运动
员和访客呢？

日本人喜爱书籍，也好玩味文化。东京的
书店里随处可见中国先哲们的著作， 不少还
是全译本。但是，在对待诸如捕杀鲸鱼和海豚
等许多日本自视为“传统”、“文化”甚至是“宗
教”问题的时候，日本人往往会将先哲们最强
调的“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的文化抛诸脑
后，我行我素，固执到底。

需要指出，当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世
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将更加频繁深入。
但是，在安倍右倾政权下的日本，如今不仅充
斥和弥漫着政治意味， 而且缺乏反观自省态
度的文化观极其浓重。这，恐将日本人引以为
荣的“日本文化”推向沦落。

本报东京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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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湾”， 渔民正
在围捕入网的海

豚。
在美国驻日本

大使卡罗琳发帖批

评日本渔民以 “围
捕” 方式捕猎海豚
“不人道” 之后，国
际社会一片批评之

声， 但日本朝野百
般辩解 ，“海豚湾 ”
的捕猎活动并未受

到 丝 毫 影 响 。
CFP供图

外媒看好中国金花澳网夺冠———

李娜从大满贯“新人”变“熟女”
本报记者 慈 鑫

今天上午， 李娜在2014年澳网女单
半决赛上以2∶0轻取加拿大19岁小将布沙
尔， ４年内第３次打进澳网女单决赛。 相
比首次闯进澳网女单决赛的斯洛伐克选

手齐布尔科娃， 外媒普遍看好李娜第二
次捧起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

路透社今天以 “李娜迎来甩掉 ‘一
次大满贯冠军’ 称号的最好机会”， 来预
测本届澳网女单决赛的前景， 法新社则
认为 “在两次打进女单决赛却屈居亚军
之后， 李娜作好了更进一步的准备”。

澳网一向是李娜的福地， ５年内４次
闯进女单４强， ４年内３次打进女单决赛，
连续５年中， 李娜在澳网的最差成绩也是
打进了第４轮。

由于获得大量澳大利亚华裔的支持，
进而博得大多数澳大利亚观众的喜爱 ，
李娜称自己在澳网拥有主场的感觉。 而
本届澳网女单赛场的最大黑马， 斯洛伐
克选手齐布尔科娃还让多数球迷感到眼

生， 毫无疑问， 1月25日李娜在罗德·拉
沃球场得到的观众支持率将超过并不占

地利人和的对手。
在过去两次闯入澳网女单决赛的比

赛中， 李娜一次因为经验不足和体力透
支， 早早失去了翻盘的希望； 一次是在
比赛中两度受伤， 虽顽强地坚持到最后，
依然功亏一篑。 澳网虽说是李娜的福地，

但似乎李娜在这里始终缺少笑到最后的

运气。 这一次， 运气看似站在了李娜一
边， 在小威、 莎娃和阿扎伦卡先后出局
之后， 到半决赛时， 李娜已经是4名选手
中最有希望夺冠的一位， 无论从整体实
力、 与对手的历史交手纪录还是从参加
大满贯比赛的经验而言。

这也让路透社、 法新社等外媒在女
单决赛尚未开打之时， 就在报道中吐露
出看好李娜夺冠的意味。

而李娜本人今天也在赛后表示 ，
“现在我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 另外我非
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如果我的身体还能
承受这样的负荷， 我会一直打下去。” 这
番话表明， 李娜对自己的竞技状态依然
充满信心， 并对不断挑战新的竞技目标
充满欲望。

2011年， 当李娜第一次闯进澳网女
单决赛时， 她还对决赛赛场的热烈氛围
感到紧张， 但现在， 李娜已经是大满贯
赛事女单决赛的常客， 她可以心平气和
地表示 ， “大满贯决赛也只是一场比
赛。”

路透社形容李娜已是惯于征战大满

贯比赛的 “熟女”。 但不可忽视， 职业网
坛从来不缺少 “意外”， 作为本届澳网的
最大黑马， 25岁的齐布尔科娃能够连续
击败莎娃和A·拉德万斯卡并闯进女单决
赛， 证明其并非没有一黑到底的实力。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

抽签难禁“人情哨”，裁判职业化或是治本之道———

抽签制反衬CBA裁判问题已难控制
本报记者 杨 ■

王哲林一肘将东莞队外援布朗撞到在

地，险些引发赛场冲突。辽宁队主帅郭士强，
因不满裁判判罚大闹记录台，天津队获得了
6罚1掷的机会， 春节前的CBA赛场好不热
闹。但如果看看赛程，常规赛在本轮过后仅
剩8场，所有发生的一切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昨晚，CBA进行了第26轮的比赛，这也
是春节休赛期之前， 仅剩的3场比赛之一。
在季后赛日益临近的情况下， 比赛的争夺
相当激烈，特别是排名接近的球队，比赛更
是火爆，毕竟一场比赛的胜负，很可能影响
一支球队的季后赛前景。 福建队和东莞队
的比赛，天津队和辽宁队的较量都是如此。

对王哲林的恶意动作， 裁判算是及时
作出了判罚， 但天津队主场和辽宁队的比
赛，却是争议不断。特别是第3节末段的一
次判罚，让天津队获得了6罚1掷的机会。

当时，天津队外援特尔菲尔跳投，辽宁
队外援琼斯封盖，裁判吹罚了犯规。这次判
罚让琼斯非常不满，他冲到裁判面前抱怨，
裁判给了琼斯一次技术犯规。 辽宁队主帅

郭士强也很愤怒，他向记录台投诉，最终也
被吹罚了技术犯规。此前，辽宁队在客场以
70∶66领先，而天津队在获得6罚1掷的机会
后，比赛的天平瞬间倾斜。

裁判的这次判罚是否准确， 可能还需
要专家进行解读和判断， 但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这一次争议判罚，对一场比赛的胜负
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积分榜来看，天津队在
取得这场胜利后， 以15胜11负的战绩排名
第6位，进一步稳固了季后赛资格。而辽宁
队在输球后，则以14胜12负的战绩排名第9
位。试想，如果本场比赛的胜负颠倒的话，
联赛排名将产生怎样的变化。

颇为尴尬的是，在本轮比赛开始前，鉴
于季后赛日益临近，比赛争夺越发激烈，中
国篮协刚刚推出了抽签选派裁判的方式，
以减少人为因素对比赛的影响。

竞赛部部长张雄介绍， 所有执法联赛
的裁判员将按照能力分为R、U1和U2共3
个组别， 每场比赛的3位裁判员将从3个组
别中分别抽签选派。关键场次和季后赛，还
将采取两轮抽签决定当值裁判。 但从实际
效果看，这并没有减少争议判罚的出现。

“现在，CBA裁判在判罚时，已经不像
以前总犯低级吹罚错误， 而是在比赛的关
键时刻，比如要翻盘或者拉开差距时，来几
次关键的吹罚，这样就足够了。”某业内人
士这样告诉记者，他强调，这并不是特指天
津队和辽宁队的比赛， 而是整个联赛裁判
的问题，“等场上的形势稳定住了， 再吹几
次不疼不痒的犯规，给刚才吃亏的球队，等
比赛后一看技术统计， 没准儿占便宜的球
队犯规数比吃亏的还要多。再说，CBA裁判
圈子就那么大，即使采用抽签的方式，也难
保不碰上和自己俱乐部关系好的裁判。”

其实， 中国篮协推出类似抽签这样的
举措， 恰恰说明CBA的裁判问题已经相当
严重。作为联赛的管理机构，中国篮协其实
处于一个不能不管但又管不好的境地。

本赛季，中国篮协将裁判工作放在了非
常重要的位置。未推出抽签选派裁判时 ，赛
季开始前还一改之前内部处罚的惯例，选择
性地对外公布对一些裁判的处罚。其目的是
告诫裁判，并对自己的工作失误承担相应的
责任。但这种方式虽对裁判起到了一定监督
作用，但不断出现的争议判罚，还是没有挽

回外界对CBA裁判公信力的质疑。
“现在连球迷都知道，哪个裁判和哪家

俱乐部关系好， 哪个裁判吹罚哪支队的比
赛比较多。这说明，CBA中确实存在人情哨
和关系哨。抽签减少了一些情况的出现，但
肯定是治标不治本。有些争议判罚，可能是
裁判水平不够， 但肯定不是所有的争议判
罚都是水平问题。”该业内人士分析道。

当前业内的共识是， 职业裁判是解决
CBA裁判问题的治本之道。 但许多问题也
摆在面前， 比如， 职业裁判的薪水如何制
定，若以高薪养廉，多少才能算是高薪？很
多裁判是地方高校、 军队系统中的领导，实
行裁判职业化，他们是否愿意放弃当前的工
作？成为职业裁判后，又有哪些保障机制？

当然，所有这些疑问，都不应该成为阻
碍CBA裁判职业化进程的借口， 亦如联赛
管办分离一样， 裁判的职业化也是大势所
趋，只有这样，俱乐部、篮协和裁判才能成
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推动中国篮球的发展
和进步，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3方都在为各
自的利益着想， 最终损害的只能是CBA联
赛和中国篮球。 本报北京1月23日电

李娜将在1月25日的澳网决赛中对阵齐布尔科娃， 冲击其第二座大满贯冠军
奖杯。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