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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慈 鑫

近日在上海进行了国家学生体质测试

抽测，参加抽测的上海某知名高中男生，

能 在 引 体 向 上 测 试 中 及 格 的 不 到 三 分 之

一 ， 能 做 到 10 个 以 上 的 学 生 极 其 罕 见 。

“手无缚鸡之力”对于现在的男孩子来说

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中国青年报·中青

在线记者从当时一名现场监考老师那里看

到了一张测试成绩表，表中，引体向上得

零分的学生比比皆是。但更让这位监考老

师震惊的是，参加测试的很多学生连努力

去完成一个引体向上的欲望都没有，表现

出的是对体质测试和体育成绩极不在意的

态度。

据这名监考老师介绍，不久前在上海

进 行 的 这 次 国 家 学 生 体 质 测 试 抽 测 ，60
名高一男生有一多半的学生连一个引体向

上都做不了。按照完成 7 个引体向上及格

的标准，该项测试，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

不及格，在三分之一能及格的学生中，绝

大多数也只是能勉强做到 7 个引体向上。

在全部 60 名学生中，能做到 10 个以上引

体向上的学生仅有两三人。

这名监考老师近两年也曾经在安徽监

测过国家学生体质测试的抽测，当时看到

的情况与上海类似：男生普遍做不了几个

引体向上，得零分者大有人在。可见，男

生上肢、背部力量差的情况已经不是偶然

现象。

根 据 去 年 发 布 的 《2014 年 国 民 体 质

监测公报》，在 13～19 岁全国青少年引体

向 上 的 测 试 数 据 中 ，16、17、18 岁 年 龄

组完成的引体向上分别平均为 3.8、4.2 和

4.5 个。记者查阅到一份 1995 年武汉市学

生 体 质 测 试 的 数 据 ，16、17、18 岁 年 龄

组 完 成 的 引 体 向 上 平 均 数 分 别 为 3.87、

5.55 和 5.68 个。对比两组数据，可以从一

定程度上反映，过去 20 年，学生上肢及

背部力量的下滑趋势十分明显。

而如果回到 26 年前，根据 1989 年颁

布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高中男生需

要 做 到 10 个 以 上 ， 引 体 向 上 才 能 及 格 。

这 一 标 准 在 过 去 20 多 年 已 经 一 降 再 降 ，

也 就 是 说 ， 如 果 继 续 沿 用 1989 年 的 标

准，现在高中男生仅有极其个别的学生能

在引体向上的测试中及格。

这 名 监 考 老 师 在 现 场 发 现 ， 肥 胖 率

上 升 是 导 致 学 生 做 不 了 引 体 向 上 的 原 因

之 一 ， 毫 无 疑 问 ， 身 体 较 胖 的 孩 子 ， 做

引 体 向 上 也 会 更 吃 力 。 但 学 生 并 不 愿 去

努 力 尝 试 改 变 自 己 的 运 动 弱 项 ， 这 种 态

度 上 的 懈 怠 ， 让 这 名 监 考 老 师 更 加 震

惊 ，“ 不 可 否 认 ， 在 所 有 测 试 的 学 生 中 ，

还是存在极其个别能做起 10 个以上引体

向 上 的 学 生 ； 然 而 ， 绝 大 绝 大 多 数 同 学

甚 至 连 尝 试 做 起 一 个 标 准 引 体 向 上 的 欲

望都没有。”

这种懈怠情绪反映到女生中，就是众

多 学 生 申 请 免 测 ，“ 在 抽 测 一 所 高 中 时 ，

平均每个年级测试的 30 个女生中，就有

13 个 女 生 以 例 假 为 由 向 班 主 任 申 请 免

测。甚至在其后候补的 15 个女生中，又

有 6 个女生以同样理由申请免测，反反复

复。最终测试表上的名单中，只有一半的

女生完成全部项目。”

如果说到对整个抽测现象的印象，除

了引体向上大批学生零分外，就是长跑测

试中，高三学生跑不过高二学生，高二学

生跑不过高一学生的反常现象，“在 1000
米的测试中，高一尚且有部分同学能跑进

4 分钟，然而到了高三，一个班里能跑进

4 分钟的已是凤毛麟角。由于各年级存在

补测人数，在最后一批发令的高一高二高

三混合 1000 米长跑队伍中，我们看到的

景象是：高一校服前方领跑，高二校服居

中跟随，高三校服最后扫尾。”

造成这个现 象 的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 是

高 一 学 生 刚 刚 完 成 中 考 体 育 ， 无 论 是 不

是 出 于 应 试 目 的 ， 至 少 还 是 被 逼 着 进 行

了 至 少 一 年 的 长 跑 。 但 进 入 高 中 之 后 ，

体 育 地 位 更 加 边 缘 化 ， 越 临 近 高 考 ， 学

生 参 加 锻 炼 的 积 极 性 越 低 ， 结 果 就 是 高

一 学 生 跑得最快，高二、高三的学生体

质越来越差。

在了解到上述“体测”怪象之后，南

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

认为，学生对体育的这种懈怠态度，责任

并不全在学生。“是整个社会的人才培养

和选拔标准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体育是

一个人的一种能力，应该因此鼓励学生去

发展、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但现在并不

是这样。”

我们考了几十年的语数外等各项文化

课，而且可能 会 越 考 越 难 ， 整 个 社 会 都

接 受 这 种 人 才 评 价 和 选 拔 标 准 ， 但 体 育

的 考 试 就 会 引 起 很 大 的 争 议 。 当 高 考 指

挥 棒 很 难 在 短 时 间 内 改 变 的 情 况 下 ， 王

宗 平 一 直 呼 吁 将 体 育以选考的方式纳进

高考，引导学校、家长、学生去认可体育

是一种重要的个人能力，进而鼓励学生加

强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依靠的是学生的自觉行为，

尤其是像引体向上、长跑这种必须坚持锻

炼才能出效果的运动项目，学生如果不在

日常进行主动的针对性锻炼，仅仅指望体

育课、课间操的运动量，是不可能达到锻

炼效果的。

这也是王宗平认为一定要改变学生对

体育的懈怠态度的原因，否则，真正挽救

已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体质只能是治标不

治本。 本报北京 12 月 11 日电

让监考老师震惊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竟成普遍现象——

上海某高中一半男生引体向上得零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 璇

沿着能看见丰台体育场的小路往左，

黄旭带着杨博尊一头扎进宽度只够一人通

过的小胡同里，看到垮了龙骨瘫在街边的

沙发往左拐，看见立在门口被油烟封层的

废弃床垫往右拐，绕过堆在油漆桶里的蜂

窝煤和成堆被绿色防水布掩着的废纸板，

才找到刚刷了红漆的大铁门。

门口没有任何标志，但从门缝里传出

的读书声和笑声让人明了，这是一所学校。

据该校体育老师黄旭介绍，里面的孩子基

本上都是随父母来到北京的随迁子女，因

种种原因很难在这座城市久留，就像这扇

红色的校门，坐标在北京，身份却没有鲜红

的漆那样清晰。

夹缝里的体育课

2015 年 10 月 28 日 ，黄 旭 清 楚 记 得 自

己来这所学校当体育老师的日子，“也是我

们学校真正有体育老师的日子”。学校张校

长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黄

旭之前，学校通过熟人介绍、公益组织及武

术中介，请过几任武术老师和毕业大学生

来带体育课，“可很快就离开了，主要还是

依靠志愿者”，在他看来，相对师范院校毕

业的主科老师，体育老师的流动性较大，面

临的挑战也相对特殊。

对从北京国安梯队退役的足球运动员

黄 旭 而 言 ，挑 战 从 就 职 前 就 开 始 了 。2014
年，他从发小那儿“接班”来到学校客串篮

球教练，结果凭着对这群孩子的了解与熟

悉，当张校长委托他找一位体育老师时，他

主动报了名。可并不宽敞的操场和墙角边

孤零零的篮球架，并未把他创建足球队的

想法也扶正，他只能像大多数随迁子女学

校的体育老师一样去教篮球和武术，“篮球

算是有效时间内惠及学生人数最多的课，

武术对场地要求也不高。”

成为篮球教练后，黄旭认识了杨博尊。

在 冬 奥 会 冠 军 杨 扬 创 办 的 冠 军 基 金 支 持

下，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近一年

半 在 北 京 4 所 随 迁 子 女 学 校 进 行 篮 球 支

教。在去到朝阳区金地老君堂实验学校当

教练时，他把像遭遇了地震一样有明显裂

缝的人工草皮、规格不符的篮球等拍照上

网，进行众筹，30 个小时内筹集了 3000
元，为学校办了一场“杨帆起航”篮球嘉

年华。杨博尊感觉到，这次活动让他在学

校 知 名 度 高 了 不 少 ，“ 以 前 我 路 过 教 室 ，

他们就拿着个扫帚看我一眼，因为学校里

总会来各种支教的人，但现在他们就会叫

我篮球教练，至少这活动让他们知道篮球

是怎么回事了。”

“先众筹，用以添置器材、办活动，从而

提升学生兴趣，再教他们东西更有用。”杨

博尊有别于传统的志愿者入校上课模式的

思路，被黄旭要求复制，但学校没有标准篮

球场让两个北京男孩的第一次合作从手绘

球 场 开 始 。“1.3 米 的 尺 子 、12.3 米 的 晾 衣

绳 、50 厘 米 的 三 角 板 、一 盒 粉 笔 、一 桶 油

漆、5 个大人、几个孩子、一顿午饭、十多颗

年轻的心，等于一个标准篮球场。”杨博尊

用一个“公式”记录了今年的 5 月 8 日，“看

见篮球场出来了，这就是我要的成就感。”

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杨博尊一周有两

三天会从位于西三环的首都师范大学坐公

交车抵达五环，“坐地铁直接到不了，公交

车得倒好几趟”是这些学校给他的共同印

象 。2015 年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北京人口

调查报告，披露了环线人口分布情况，数据

显 示 ：五 环 外 有 422.5 万 人 的 常 住 外 来 人

口，占全市 51.6％。因此，基本是民办性质、

需要自负盈亏、依赖于生源的随迁子女学

校多满足于家长的就近要求，往往落地在

城乡结合的缝隙中。

2013 年元宵节前后，来自山西的武术

教练王永峰在第一次看到石景山区树仁学

校 时 心 里 嘀 咕 ：“ 北 京 怎 么 会 有 这 样 的 学

校？我老家的学校高楼都起来了。”但他最

终还是留在了这个“出租车不往前开、快递

不往里面送”的胡同里，在胡同两边密密麻

麻的砖房前，还伸出一排铁棚，蓝色、白色

以及大面积的银灰，变了形的铁框歪七扭

八地挂在这些渐次“长”出来的铁皮屋上，

加块玻璃再垫层纸板，用来封住北京的寒

风和各家的琐碎。

不问前路的体育梦想

“黑白铁”，杨博尊常在随迁子女学校

附近看到这 3 个字，这个民间小作坊对加

工普通铁件和镀锌铁板东西的叫法，还原

了随迁子女学校周边环境的一个角落，常

见的还有胡同里停放的摊煎饼的三轮车和

蹦蹦车。若路面稍微宽敞，则能看到回收来

的冰箱和洗衣机列在路旁，能接收电视信

号的“大锅盖”整齐地排在灰色的瓦片上。

“家长个体户较多，附近做些小生意，

餐馆里打工或者卖个水果啥的，做石材、

门窗的算得上做大生意的。”在金地老君堂

实验学校体育老师喻迁印象里，随迁子女

学校的家长“朝九晚五的特别少。”因此，忙

于生计让很多家长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

更勿谈体育，黄旭觉得“就像一个大龄托儿

所，对教育功能要求不高。”

但情况在变化。黄旭组建了校篮球队，

五年级的卜捷凯既是篮球队的积极分子也

因架子鼓特长成了学校的明星。在妈妈段

女 士 看 来 ，只 要 孩 子 喜 欢 的 ，就 会 全 力 支

持，“以前他不爱跟我们说话，可打了篮球

以后，性格开朗不少。”唯一让她操心的，是

卜捷凯初中阶段的去向。虽然，来自湖南株

洲 的 两 口 子 已 经 在 北 京 的 工 地 上 奋 斗 了

20 年，孩子也在北京出生成长，但缺少一

个北京学籍始终让孩子会面临班里其他同

学的命运，五六年级就要回老家或留在北

京周边的城市读寄宿学校，“没办法，他五

年级，班上 40 多人只剩 30 多人了，离京的

事他肯定也知道。”对段女士来说，要办齐

能让孩子进入北京公立学校的“五证”是一

个大工程，于是，她和丈夫在天津买了房，

全家户口也挪到了天津，但无论去天津还

是回乡，孩子都要重新适应，“湖南的教育

水平很高，我担心他回去跟不上。”

王 永 峰 一 开 始 受 不 了 班 里 学 生 的 流

动，常会保留学生的照片，但时间长了，告

别也成了习惯，“一年级 40 人，到了毕业就

剩一半了，甚至只有十几个。”而其中，不乏

很多想卜捷凯一样在北京出生的孩子，“很

多人名字里带‘京’的都是，建京、京京、还

有老家安徽的叫皖京，北京更像这些孩子

的家。”

除了生活之外，教育模式的变化也是

孩子要适应的。金地老君堂实验学校德育

主任孙艳超表示，通常学生回到老家之后，

未来的出路主要仍靠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

育，所以很多孩子最晚到初二也会回老家

备考。而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体育兴趣，或

许又会成为问号。

这样的例子曾让黄旭无奈。一天上午

10 点，黄旭接到一个篮球队学生的电话，

“教练，你能救救我吗？我爸让我回老家，你

能不能和他聊聊？”这个河南小伙子曾让黄

旭眼前一亮，“一开始拍球都不利索，后来

打到两个校区都找不到比他好的。”黄旭试

图让学生家长知道孩子的天赋和兴趣，但

家长的一个问题难住了他，“打篮球这个路

能走多远？山外有山，北京比他打得好的人

还很多。”最后，黄旭在 QQ 上得到孩子的

消息，“现在和爷爷住，基本没球可打。”

给了希望又不免失望，黄旭为此陷入

思考，“我希望他能注重课业，最后走出来，

给孩子开阔眼界是我希望给他们的，至少

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们老师、比中

国球星打球更好的人。”

六 年 级 的 林 伟 哲 正 是 全 队 最 了 解

NBA 的 l 孩子，库里的三分球、麦蒂的 CBA
之旅以及哈登的外号，他都能脱口而出。在

身高 1.43 米的林伟哲心里，最大的梦想就

是 长 到 1.98 米 当 一 名 篮 球 运 动 员 ，“ 因 为

NBA 有特别多 1 米 98 身高的，每次看比赛

解说都是谁谁 1.98 米 ，卡特就是 1.98 米。”

但有个烦恼正横在他的梦想前，“为了打篮

球我都想留级了，我现在六年级，打不了两

个学期了。”其实，在林伟哲老家吉林通化

的学校里，4 层的教学楼甚至优于现在学

校的平房，篮球设施也未必缺乏，但在林伟

哲心里，没有了黄旭，对篮球的喜爱似乎少

了些理由，“在他之前有 6 个教练，换到他

时我都不想练了，结果他很幽默、对我们也

很好，我就越来越想练，每天放学都来，无

论夏天还是冬天。”

这个理由在卜捷凯这儿也成立，听见

小伙伴说：“回老家、去天津，再好的学校都

不想去。”林伟哲回了一句：“那把黄教练叫

去呢？”卜捷凯马上乐了，“那行。”

情怀与现实间的体育老师

孩子间的对话让黄旭像喝了一碗添了

蜜的中药，因为校门口窄到“能拍两只手撑

着挂墙上的武打戏”的胡同，对即将开始工

作实习的杨博尊来说，可能会渐渐生疏，但

对他而言，这就像一个迷宫，不知道什么时

候会走到出口，“说实话，我不确定能坚持

到哪天。”

“别人用诺基亚的时候，我就用苹果 1
代了，现在别人用苹果 7 代，我改用国产手

机了。”杨旭掏出手机反复掂着，用一口京

片子讲着自己的落差，玩笑的口吻多过无

奈。但真让他皱了眉的是，全校 20 多名老

师中只有他一个男老师，因此，装灯泡、修

电脑、关校门等和“体育老师”毫无关系的

工作都会成为他的分内事，“早上 7 点到，

晚 上 等 孩 子 打 完 球 锁 门 ，一 个 对 时 很 正

常。”黄旭一边拿着和实际付出差别巨大

的工资、一边笑称自己是“看大门的黄爷

爷”。可 33 岁的他，却不禁会被没有着落

的未来动摇一下，“我当时可能把自己看

大 了 。” 此 时 ，“ 动 摇 ” 他 的 还 有 妈 妈 ，

“ 我 妈 老 说 ， 黄 儿 ， 你 留 这 个 学 校 干 吗？

我只能告诉她，我走了，孩子就没体育老

师了。”学校里因老师家里有事，被长期

停课的音乐课像一记重锤，把黄旭找的理

由敲出了声响。

“ 动 摇 ” 王 永 峰 的 却 是 更 大 的 现 实 。

带着女友来到北京后，两人既结为夫妇也

成了同事，王永峰负责体育课和全校的安

全，也像黄旭一样客串过修理师傅，但学

田径的女友则跨界更大，成为一名数学老

师。王永峰曾想过，自己来到学校要虚心

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可他才就职，“前

任体育老师立马就走了，一切只能靠自己

琢磨。”没有教学大纲，他上网搜了一套

武术操，无奈学生没什么武术基础，只能

回归广播体操，他很想看看公立学校的体

育课都怎么上，但碍于平台的匮乏和教学

任务的繁重，这个看似不难的愿望始终只

是愿望，“随迁子女学校，通常都是一个

萝卜一个坑，少一个就没人补上，不仅孩

子流动，老师流动性也很大。”王永峰本

不是个热衷改变的人，但最近周围片区面

临拆迁的传闻，也在提醒着他，“一拆都

回家了，没有生源老师也不存在，我恐怕

要改行了。”

对 很 多 随 迁 子 女 学 校 的 体 育 老 师 而

言，不少教育体系里的规则似乎总行不通。

编制、课程大纲、考核、培训、老师的话语

权，这些词汇对他们来说“总出现在别人的

朋友圈”。喻迁就常常能在其他公办学校体

育 老 师 的 朋 友 圈 里 看 到 培 训 和 比 赛 的 消

息，“但这种比赛离我们太远了，毕竟平台

不同。”在黄旭印象里，即便有和公办学校

同场竞技的比赛，也在还没比拼前就给孩

子贴上“随迁子女”的标签，“很难说是被划

分开还是有利于融合。”

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来了就是随迁

子女，回去就是留守儿童。”喻迁坦言，自己

就是被爸妈留在四川老家长大的孩子，“爸

妈来北京将近 20 年，我和哥哥从小跟外公

外婆、爷爷奶奶长大。对我们来说，觉得北

京平台特别高，不敢跨入，但后来真的过来

后，本想弥补一些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但

发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差异，不知道怎么

相处。”在喻迁看来，随迁还是留守，都有不

公平的地方，“一边是缺少父母的陪伴，但

一边是缺少系统的教育。随迁子女的教育

是一波三折的，要接轨不容易，他们总处在

适应之中。”可如果当初自己能够选择，喻

迁还是毫不犹豫选了“随迁”，“我觉得跟爸

妈在一起就好。”

前往喻迁所在学校时，下了公交车的

杨博尊径直走向一辆黑车，“我研究过，10
块钱过去，是最便宜的方式了。”已经把一

家关注随迁子女的公益机构定为就业目标

的他，同样面临选择，“我妈礼拜六日打个

零工，每月挣个零花钱，我爸在跑出租车，

所以挣钱的事情就指着我了，可我想为自

己活一次，公益机构虽然薪水不会太高，但

我能挣到经验值，而且我觉得有意思。”因

此，当杨博尊离开喻迁的篮球队时，没有和

孩子说再见，“时间越长我越怕，我怕我走

了，他们该往谁身上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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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随迁”与“留守”间切换，老师在现实与理想间徘徊——

随迁子女无处安放的体育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

2016~2017 赛 季 的 CBA 联 赛 ，已 经

进行了 16 轮的比赛，如果说上海队的弗

雷 盖 特 是 本 赛 季 公 认 最 出 色 的 外 援 的

话，那么谁是表现最出色的本土球员呢？

由于标准不同和立场不同，恐怕每个人

的选择并不一样。但不管看客如何选择，

翟晓川、丁彦雨航、邹雨辰、赵继伟等中

生代国手在进步，胡金秋、范子铭等新一

代 球 员 在 成 长 ，却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CBA
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气息。

本赛季，随着王仕鹏的退役、朱芳雨

的转型，人们发现，征战北京奥运会时的

那一批功勋球员，现在仍算得上 CBA 联

赛中明星球员的，恐怕只有易建联和孙

悦二人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过长沙亚锦

赛、伦敦奥运会磨练的新一代球员，正在

联赛中大展身手。

“从运动规律来说，也是这批球员冒

尖儿的时候了。”前男篮国手张云松说。

确实，看看本赛季表现最出色的几名国

手——翟晓川、丁彦雨航、郭艾伦等，都

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虽然他们的比赛

经验尚显不足，但却身处运动能力、身体

状态最为出色的时期。

山东男篮由于在外援选择上出现了

问题，影响了联赛的战绩，但却成就了丁

彦雨航的大爆发。最近5场比赛，丁彦雨航

场均贡献 28.2 分，对吉林男篮一战，更是

砍下了37分，其突投结合的能力，堪称国

内锋线球员中最好的。翟晓川同样扛起了

北京男篮的大旗，在专业教练看来，翟晓

川不仅保持了他拼劲十足的特点，在进攻

上也取得了很大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

大赛的锤炼，他勇于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闵指导给了我更多的鼓励，对我增

强信心大有帮助，队友们也都很放心地

让我去处理球，我现在的良好状态来自

于大家的鼓励，而且我觉得自己还能表

现得更好。”翟晓川说。翟晓川的话，恰恰

反应出目前这批中生代球员的心态——

他们期待成为一支球队的核心，更期待

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示自己，比如 2019 年

男篮世界杯就是个令人期待的舞台，“我

们承载着很多期待，这就要求我们不断

进步，提升自己的能力，”翟晓川说。

不过，由于经验不足，他们的表现还

不够成熟。以今晚北京客场挑战辽宁队的

比赛为例，在第四节的关键时刻，翟晓川

就对裁判判罚表示不满，并用手指着裁

判。当值裁判果断判罚翟晓川技术犯规，

哈德森四罚一掷，比赛走势彻底逆转。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不仅是翟晓川，

丁彦雨航、郭艾伦、赵继伟、邹雨宸都是

如此——八一队虽然战绩不佳，但是邹

雨宸却表现出色，场均 2.8 次封盖，排名

联赛第一，在外援当道的联赛中殊为不

易。而 3 年之后，正是他们这批球员职业

生涯的高峰。

当然，本赛季联赛令人欣喜的，不仅

仅是一批中生代国手的成长，更令人感

到惊喜的是新一代年轻球员，已经开始

崭露头角，广厦队的胡金秋、广州队的范

子铭，是其中的代表。

胡金秋上赛季就上场了，但是相比

队友赵岩昊，胡金秋的表现并不抢眼。但

是本赛季，这位 1997 年出生的小将，进

步非常明显。作为一个移动能力很强的

大前锋，胡金秋不仅很好地守护了广厦

队的内线，还在进攻端给予球队很大的

帮 助 ，在 场 均 26.7 分 钟 的 出 场 时 间 内 ，

15.3 分、8.3 个篮板的数据非常抢眼。

范子铭更年轻，不到 19 岁的他，身

高、力量、技术俱佳，广州男篮为了培养

这位潜力新星，曾将包括范子铭在内的

二队球员，送往立陶宛特训，“他在同年

龄段的球员里，确实比较突出，他打球非

常有灵气，而且非常低调、刻苦，知道自

己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

话 ，就 是 连 续 弹 跳 能 力 不 强 ，这 是 个 弱

点。”曾在广州青年队执教的前国手李克

说。本赛季，初登 CBA 的范子铭，已经代

表广州队出战了 14 场比赛，客场和北京

队的比赛，他拿下了 24 分，是职业生涯

到目前为止的高光时刻。

这 才 是 我 们 想 要 看 到 的 CBA——

马布里这样的老面孔，让联赛更具话题

性，弗雷盖特这样高水平外援的加盟，则

让联赛总有新故事发生，而国内球员、特

别是中生代国手和潜力新星的成长，才

是联赛的基础所在。可以预见，随着翟晓

川、丁彦雨航、郭艾伦、赵继伟的不断成

熟，胡金秋、范子铭的不断成长，未来几

个赛季的 CBA 联赛，肯定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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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国手在进步，新
一代球员在成长——

本土球员开始主导CBA走势

本报北京 12 月 11 日电 （中 国 青 年

报·中青在线记者郭剑） 日前，由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的体彩顶呱

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题即开票

首发仪式在江西兴国、贵州遵义、陕西延

安举行，本次首发仪式依照“沿着先辈足

迹 、 纪 录 光 荣 历 史 ” 的 主 题 ， 重 走 长 征

路，用体彩人特有的方式彰显红色情怀、

传承公益理念。

记 者 从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体 育 彩 票 管 理

中 心 了 解 到 ， 即 开 型 体 育 彩 票 除 了 有 其

固 有 的 彩 票 属 性 外 ， 也 是 传 递 社 会 正 能

量 、 宣 传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良 好 宣 传 载 体 。

从 2008 年推出‘体彩顶呱刮’系列产品

以 来 ， 总 局 体 彩 中 心 已 经 设 计 过 多 种 主

题 彩 票 ， 此 次 推 出 的 纪 念 红 军 长 征 胜 利

80 周年主题即开票就是公益主题的又一

次有益尝试。

有 统 计 显 示 ， 从 2008 年 开 始 ， 顶 呱

刮即开型体育彩票已累计发行 1300 多亿

元，共募集体彩公益金 273 亿元；本组长

征 主 题 即 开 票 发 行 总 量 1.6 亿 元 ， 其 中

20％将作为体彩公益金促进国内体育事业

的开展。

体彩长征主题即开票弘扬革命精神

黄旭（右一）和杨博尊（右二）带领北京丰台区某随迁子女学校学生“手绘”了篮球场。 杨博尊/供图

北京石景山区一所随迁子女学校门口的
平房，“长”出不少铁棚。 梁 璇/摄

12 月 11 日，在北京首钢与辽宁衡业
的比赛中，郭艾伦（中）篮下突破。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