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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球队是不会放弃的，我们会全力

以赴，也会给年轻球员机会。”总决赛

已经 0∶3 落后的情况下，广厦男篮主

帅王博赛后这样的表态，让每个人都

清楚，2021-2022 赛季的 CBA 联赛，

会以怎样的方式落下帷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常规赛

最佳教练，球队在半决赛接连失去胡

金秋、赵岩昊两名绝对主力，让王博

在排兵布阵上捉襟见肘，这也直接导

致了总决赛的彻底失衡——对位没有

优势、轮转严重不足、外援心猿意马。

在已经进行的 3 场比赛中，广厦男篮

分别只得到了 75 分、90 分和 73 分。

“这是不是 CBA 历史上观赏性最

差的一届总决赛？”有球迷赛后在社

交媒体上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 CBA27 年 的 历 史 上 ， 共 有 9

次 出 现 总 决 赛 横 扫 的 局 面 ， 自

2005- 2006 赛 季 实 行 7 战 4 胜 制 以

来，有 4 个赛季是以 4∶0 结束。疫

情之下的前两个赛季，都是广东男篮

以 2∶ 1 拿 下 了 总 冠 军 ， 而 这 个 赛

季，很有可能成为疫情之下第一次以

横扫的方式结束的总决赛。

“辽宁队整体实力太强了，防住

了郭艾伦防不住赵继伟，防住了赵继

伟，还有张镇麟、弗格、莫兰德，但

广厦只有一个孙铭徽，说实话，辽宁

队拿下总冠军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了。”前中国男篮国手焦健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

如果胡金秋、赵岩昊没有受伤，

总决赛肯定不会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但现实就是，因为伤病的原因，让广

厦男篮的实力和辽宁男篮并不在同一

个层面，造成了本届总决赛观赏性大

幅度下降，而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

到的情况。

事实上，在季后赛开始以前，球

迷对季后赛的期待值还是非常高的。

毕竟常规赛的最终排名，也呈现出了

群雄争霸的局面——排名第一的辽宁

男 篮 ， 战 绩 为 32 胜 6 负 ， 身 后 的 广

厦男篮仅差一个胜场，而排名第三、

第四的上海男篮和浙江男篮，战绩同

为 28 胜 10 负，而位居第五、第六的

广东男篮、深圳男篮，也不过多输了

两场球。

CBA 公 司 也 是 顺 势 而 为 ， 一 改

疫情之下两个赛季的季后赛赛制，果

断增加了季后赛的比赛场次，期待可

以通过精彩激烈的季后赛，进一步挽

回因赛会制造成的联赛关注度、影响

力、商业价值下降的趋势。

但 事 与 愿 违 ， 在 已 经 进 行 的 10

个 系 列 赛 中 ， 只 有 广 州 和 山 西 之 间

的 季 后 赛 附 加 赛 是 以 2∶ 1 结 束 的 ，

其 他 9 个 系 列 赛 ， 诸 如 广 东 VS 辽

宁、广厦 VS 上海，虽然比赛内容并

不 差 ， 但 结 果 还 是 全 部 以 横 扫 方 式

结束。

总 决 赛 大 概 率 也 会 以 4∶ 0 终

结 。 没 有 悬 念 ， 没 有 热 点 ， 没 有 话

题，这会给整个 CBA 联赛带来怎样

的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危险的

信号其实早已亮起。

最近，广州、同曦两家俱乐部公

布了 2021 年的财报，两家俱乐部分

别亏损了 1605 万和 2432 万人民币。

其 中 ， 广 州 亏 损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受

CBA 采用赛会制及疫情导致场馆运

营场次减少的影响，广告收入、门票

收 入 同 比 减 少 65.82% 和 100% ， 再

加上联赛分红的缩水，俱乐部经营入

不敷出。

事实上，目前的 CBA 联赛，陷

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循环中：疫情之

下，赛会制让 20 家俱乐部面临巨大

的经营困境，而且，赛会制由于比赛

时间分散，联赛关注度、影响力肯定

会受到影响，而关注度、影响力的下

降 ， 必 然 会 导 致 联 赛 商 业 价 值 的 下

降。之前其实就有媒体曝出赞助商调

整赞助金额的情况，而赞助商缩减投

入，必然会让各家俱乐部分红减少，

亏损进一步增加。

2021-2022 是 CBA 联赛采用赛

会制之后的第三个赛季，可能也到了

中国职业篮球发展的一个临界点，不

论 是 联 赛 本 身 ， 包 括 常 规 赛 、 季 后

赛、总决赛的比赛内容，还是赞助商

对 CBA 联赛的认可度、耐心，以及

球迷对球队、对联赛的归属感，都亟

待提升，但最大的痛点可能在未来仍

无法改变——中超联赛新赛季仍将采

取赛会制，而下一个赛季的 CBA 联

赛大概率也不会恢复主客场。

本报北京 4 月 25 日电

CBA下降的
何止总决赛的观赏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刚 刚 过 去 的 这 个 周 末 ， 国 足 和 U23

国足在海口观澜湖基地的“14+7”隔离

结束，但他们苦盼的假期时间不长：俱乐

部已经集中备战联赛，虽然联赛启动时间

不定，但为最大限度排除不确定因素，各

级国脚最多只有一周休息时间便要归队。

国足今年已无比赛任务，主教练李霄鹏去

留还待“组织决定”，U23 国足则有杭州

亚运会任务，目前张琳芃、吴曦、张玉宁

3 名超龄球员已与球队合练，主教练扬科

维奇的计划还包括在 7 月上旬集结出征在

日本举行的“东亚杯”赛，鉴于中超联赛

最早也要接近 5 月中旬开赛，U23 的备战

节奏并不轻松。

中 国 足 球 的 2022 赛 季 注 定 困 难 重

重 ， U23 国 足 不 得 不 肩 负 起 “ 争 脸 ” 和

“提振士气”两大重任：相隔 1 个月的东

亚杯和亚运会，U23 国足只有通过出色表

现扫除国足 12 强赛铩羽而归的阴云，接

下来的巴黎奥运会和美加墨世界杯周期，

中国足球的日子才会相对好过。

而作为本赛季开春首场大戏，亚冠联

赛 小 组 赛 刚 刚 进 入 收 官 阶 段 （截 至 4 月

25 日，6 轮小组赛已经战罢 4 轮），F 组的

山东泰山和 I 组的广州这 2 支中超球队净

胜球数“惨不忍睹”（山东泰山 1 平 3 负

净 胜 球 - 12 个 ， 广 州 4 连 败 净 胜 球 - 21

个，分列东亚区倒数第二、第一） ——应

先参加附加赛的长春亚泰和分在 J 组的上

海海港在开赛之前便已官宣退赛，因此尽

管小组赛尚有两轮，球迷却已可以用“史

上最惨”来形容这个赛季中超球队的亚冠

之旅。

综合各地防疫政策，本赛季亚冠联赛

小组赛仍以赛会制双循环方式分区进行，

在东亚区，山东泰山小组赛地点为泰国武

里南，广州小组赛地点为马来西亚新山，

对于指派“二线队”青年军参赛的两支球

队 而 言 ， 此 番 出 征 旨 在 “ 锻 炼 ”， 并 无

“ 小 组 出 线 ” 压 力 ， 只 是 开 局 立 足 未 稳、

完全没有做好“亚冠联赛”准备，从而导

致军心涣散、溃败一发而不可收拾。

以广州队为例，0∶5 不敌柔佛 DT、

0∶ 8 不 敌 川 崎 前 锋 、 0∶ 3 不 敌 蔚 山 现

代、0∶5 再输蔚山现代，“干净利落”4

连败成为东亚区首支无缘出线球队令国内

球迷感慨万千：2013 赛季和 2015 赛季，

如 日 中 天 的 广 州 恒 大 两 夺 亚 冠 联 赛 冠

军 ， 不 但 吊 起 球 迷 胃 口 ， 还 为 下 一 个 周

期 的 “ 归 化 大 计 ” 提 供 了 “ 可 行 性 报

告 ”， 甚 至 2019 赛 季 ， 球 队 仍 然 打 进 亚

冠 4 强展示出稳定状态，但自从 2020 年

集团身陷“财务危机”，广州队瞬间跌落

王 座 ， 入 籍 球 员 先 后 离 开 ， 一 线 队 运 营

费用断崖式降至原先“零头”，球队能否

整 体 完 成 本 赛 季 中 超 联 赛 才 是 广 州 球 迷

担 心 的 现 实 问 题 。 在 “ 中 国 足 球 ” 这 艘

大 船 不 断 降 速 的 最 近 两 个 赛 季 ， 俱 乐 部

需 要 经 历 的 苦 难 其 实 早 已 注 定 ， 唯 有 根

基 牢 固 的 “传统豪门”才具备最大的抗

风险能力。

和身处“风暴眼”的广州队相比，山

东泰山青年军虽然也是惨败开局，但在适

应亚冠联赛节奏之后，球队接连两场小组

赛打出正常水平，正是得益于“稳定”心

态：0∶7 不敌大邱的首场比赛，全队束

手束脚毫无“职业运动员”作派，第二场

0∶5 再输浦和红钻，球队风貌已经有所

转变，到 0∶0 打平狮城水手拿到亚冠第

一分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3 惜败狮城

水手，山东青年军展现出的韧性已然是年

轻球员们在亚冠赛场的锻炼指标——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第 84 分钟，19 岁的刘

国宝在狮城水手队禁区内依靠流畅的衔接

动作晃出射门空间爆射得手，这样的佳作

在国内并不多见。根据赛程，缓过神来的

山东鲁能还要在本周内再战大邱、浦和红

钻，这两场硬仗“胜负”结果意义不大，

但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而言，“练级”的

作用不言而喻。

因此开局惨败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的

亚冠之旅全无是处，至少依托国内稳定的

青训体系，山东鲁能的青年军逐渐展现出

与能力相匹配的实战能力——与亚洲强队

不可比但与亚洲第二档次球队相比，差距

处于可以弥补程度，结合此前“迪拜杯”

同 样 “ 正 常 ” 发 挥 的 U23 国 足 表 现 ， 中

国足球体系虽然禁不起推敲，但年轻球员

的“亚洲二流”竞争力还未丧失，乐观的

中国球迷也有理由继续观望接下来的亚运

会和奥运预选赛。

本报北京 4 月 25 日电

亚冠赛场全面失守——

惨败开局 中超球队仍有微弱收获

4 月 24 日，辽宁男篮球员郭艾伦突破上篮。

视觉中国供图

2022 亚冠小组赛，狮城水手 3∶2 战胜山东泰

山，图为 18 岁小将杨瑞琪（右）与金信煜争顶。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教 育 部 4 月 21 日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

介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订情

况，其中，《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22 年版）》的发布因被部分媒体解读

为“体育上升为第三主课”，引发了广泛

关注和讨论。实际上，如果从体育与健康

课 在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总 课 时 中 的 所 占 比 重

看，所谓 “体育上升为第三主课”的说

法已经存在了至少 10 年以上，但体育真

的成为了第三主课了吗？

按 照 将 在 今 年 秋 季 学 期 开 始 实 施 的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各年级均开

设 “ 体 育 与 健 康 ” 课 ， 占 总 课 时 比 例

10%-11%。体育与健康课所占的总课时

比 例 ， 仅 次 于 语 文 （20%-22%）、 数 学

（13%-15%），高于外语 （6%-8%），排

名第三，这也 是 部 分 媒 体 得 出 “ 体 育 上

升 为 第 三 主 课 ” 结 论 的 由 来 。 不 过 ， 至

少 在 10 多 年 前 的 2011 年 版 课 标 里 ， 体

育 在 九 年 义 务 教 育 课 程 总 课时中的比例

就已经达到了 10%-11%，高于外语，排

名第三。显然，如果仅以课时长短为判断

标准的话，体育成为第三主课早就不是新

鲜事了。

“ 回 过 头 来 看 2007 年 的 中 央 七 号 文

件，当时就已经提出了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4 节体育课；小学三至六年级以及初中每

周 3 节体育课。”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

院院长王宗平教授表示，“2007 年的中央

七号文件是基于 2001 年版的课标，也就

是说至少从 2001 年以来，体育课的课时

就在增加。再往前，无论是小学、初中还

是高中，体育的课时都是每周两节。”

如果说，体育课时早在 10 年前就增

加到了第三主课的位次，但为什么很少有

人觉得体育早就成为了主课呢？

王宗平表示，这是因为语文、数学、

外 语 这 些 真 正 的 主 课 ， 会 用 各 种 方 法 加

课 、 包 括 可 能 会 挤 占 体 育 课 。 从 课 标 上

看，语文课一周 5 节，但实际上它可能加

到了一周 7 节，而体育课，按照课标是一

周 3 节或 4 节，但天气、主课的考试甚至

是所谓的体育老师生病等原因，都可能导

致体育课停课或被挤占。在去年中央出台

“ 双 减 ” 政 策 之 前 ， 这 个 现 象 尤 为 突 出 。

所以，体育课从来也没有让人觉得成为了

主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卫艺研究所所

长吴键认为，“第三课时占比，并不意味

着体育课真的占有第三重要地位。”一个

重要体现就是体育教师的缺编问题。

中小学校体育教师的缺编问题由来已

久。教育部在 2012 年曾对外披露，全国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的 教 师 队 伍 编 制 总 体 超 编

100 多万个，但体育教师却缺编 30 多万

人。等到 2019 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司司长王登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曾表示，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大体育教师补

充力度，缺编状况有所缓解，但他估计体

育教师的缺口仍在 20 万人左右。根据中

国教科院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依

照中等水平配置要求，全国义务教育阶段

体育教师缺额约 15 万个。吴键表示，最

近 5 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教师每

年以两万名的速度增加，这是好的方面。

但体育教师依然缺编的现象表明，体

育课的地位不能单纯以体育课时占比来体

现，还应该看到体育教师在教师队伍里的

人数占比。

由 于 体 育 教 师 缺 编 少 人 成 为 普 遍 现

象，在岗的体育教师往往承受着更高的工

作负荷，但待遇相比真正的主课老师又有

差距。在吴键看来，什么时候开齐开足体

育课、配齐配强体育老师不再是个问题，

体育课是不是主课的探讨才真正有意义。

“为什么以前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是

每周两节体育课的时候，学生的身体素质

反倒更好，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增加体育课

时 、 不 断 呼 吁 提 高 体 育 地 位 的 这 20 年 ，

学生的身体素质却一直是个问题？因为我

们的体育课，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不要。”王宗平建议，从升学考核到人才

评价机制，都应该把体育加进去。作为学

校体育专家，王宗平一直在呼吁将体育纳

入高考选考科目，考与不考，把选择权交

给学生。通过高考指挥棒来引导学校、家

长、学生更加重视体育。

在中国教育体系里，如果从课时看，

可能再也没有哪门课比体育课的地位更高

了——一名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二

年级，要学 14 年的体育课。现在，在国

内部分小学，一二年级的体育课已经做到

了每天 1 节，再加上每天的大课间活动，

体育的课时量远超过外语，甚至可能超过

了语文。但如此不断增加的课时，还没有

托起一个真正具有主课地位的体育。

不过，此次因教育部发布新课标而引

爆舆论的“体育上升为第三主课”说法，

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对学

校体育的关注度、期待度在增强。11 年

前，2011 年版的课标虽然已经从课时占

比上赋予了体育课的第三主课地位，却未

在舆论掀起任何波澜，这一次，同样的数

据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

王宗平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只

有媒体、舆论传递出对学校体育的这种关

注，才能引起整个社会对学校体育的真正

重视。这种变化除了来自于中国社会已经

发展到了全民对体育、健康的追求阶段之

外，也与过去几年国家层面连续出台的一

系列旨在推动学校体育、加强体教融合、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给学生减负的文件有

关。今日的学校体育，不只是关乎学生个

人的身体锻炼与运动能力达标，也是学生

成长的核心素养之一，更关系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长远发展与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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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能否上升为第三主课不能只看课时占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所有接缝处要用胶布密封，很热，憋

得慌。”穿上防护服的难受劲儿，毛忠武曾

在出国比赛时感受过，可当带着北京冬残

奥会的一金两银回到家乡，解除居家隔离

的第二天，他便申请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志

愿者队伍，主动穿上了防护服，“很久没回

来，就想为家里做点儿啥。”

大连庄河市打拉腰社区，大部分居民

都是从附近的村子集中搬迁而来，乡里乡

亲十分熟悉。尽管两年没回家，但坐在轮椅

上分拣棉签的毛忠武很快被邻居们认出，

老人们感叹着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的过去，

孩童们则跑来“比试分贝”：“毛叔叔，我在

电视上看见你拿了冠军。”

毛忠武夺冠的瞬间像极了热血动漫。

3 月 12 日，北京冬残奥会男子中距离越野

滑雪坐姿组，手握两枚银牌的他狠狠冲过

终点，冰天雪地里，身上荧光黄的短袖 T 恤

十 分 抢 眼 ，在 最 后 一 个 个 人 项 目 中 ，这 位

36 岁的“冬残奥新秀”为中国队拿下第 16

金，队友郑鹏获得银牌。

郑鹏比毛忠武小 6 岁，但早已在大赛

留名，他在 4 年前平昌冬残奥会上夺得的

第四名创下了当时中国队在冬残奥会史上

的个人项目最好成绩，本届赛会又一举夺

得残奥越野滑雪坐姿组短距离和长距离两

个冠军，这两场比赛中，毛忠武均是银牌

获得者。

“只要金牌是中国选手拿到就好。”毛

忠武见证过郑鹏的付出，发自内心为对方

庆贺，但 4 年来，自己不分昼夜的努力也需

要一个交待，他大方坦承：“如果有机会，我

也想换换奖牌的颜色。”毕竟，在冬残奥会

前的多次测试中，他早已长期领跑榜单。

训练够扎实是毛忠武的底气，而一件

短袖 T 恤成了突破的关键。毛忠武注意到，

比赛进行到后程，气温回升，赛场上有外国

选手穿起了短袖，包括加拿大名将卡梅隆。

“当我穿上短袖，滑起来非常轻松自如，没

有束缚感。”尽管，冬残奥赛场上很多运动

员“忌讳”临时起意，但结合比赛录像、天气

状况和自己的实验分析，毛忠武决定给自

己打一剂“强心针”，他在最后一场个人赛

中穿上了刚接触体育训练时的那件短袖 T

恤，“几十块钱，不管它再烂，我都不舍得扔

掉，它能提醒我别忘了初心。”万事俱备，他

终于迎来了夺冠的东风。

实 际 上 ，毛 忠 武 买 下 这 件 T 恤 不 过 5

年 ，这 是 体 育 再 次 走 进 他 生 活 的 时 间 。毕

竟，任他从小多痴迷足球，21 岁那年从高

空坠落的意外也残暴地拽醒了梦中人，下

半 身 瘫 痪 的 结 果 让 他 把 自 己 封 闭 在 屋 子

里，“残疾人”三个字变得刺耳，“即便在地

上爬也接受不了轮椅”，朋友来安慰，他故

作坚强，人群散去，他一个人哭 。“刚受伤

时，自己起来都很费劲，我又回到了婴儿时

期那样，吃喝拉撒都是妈妈照顾我，她这辈

子这么照顾了我两次。”毛忠武坦言，母亲

给他最大的支撑还在于，永远相信他能走

出暗夜。

“你不试怎么知道呢？”母亲那熟悉的

反 问 将 毛 忠 武 推 到 了 一 场 群 众 乒 乓 球 赛

上，出色的运动表现让他被教练相中，力荐

加入轮椅竞速队，2017 年，毛忠武正式开

启了运动生涯，尽管已经 30 多岁的年龄，

但仅训练了一年，他便夺得大连第 32 届半

程轮椅竞速马拉松银牌，次年，他转项入选

辽宁省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听说如果成绩

好，可以进国家队，参加冬残奥会，我心里

的一簇火被点燃了。”

转项到越野滑雪的队员通常会遭遇严

寒和摔跤两个挑战。曾经骑电动三轮车拉

活儿的时候，毛忠武见识过凌晨三四点起床

烧炭，炭火被冻得“发亮”的寒冷，这些经历让

他很快便找到和天气相处的节奏，但他未能

规避摔跤，“田径场和雪地滑行状态完全不

同，头一个月每天摔得很惨”，可面对一众比

自己小 10 多岁的“老队员”，他暗暗较劲，一

天 4 练换 4 套衣服，每套衣服都练到湿透，但

他仍加练到天黑了被教练喊回去，加上他不

断琢磨轮椅竞速如何助力越野滑雪，很快他

就成了同批学员中最早摆脱摔跤的选手。

2.5 公里一圈的场地，从“滑一圈已经

了不起了”攒到 3 圈、5 圈、10 圈，“原来人

的潜能是无限的。”高兴的同时，毛忠武的

困扰是如何提高成绩，赶上年轻的“师兄师

姐”。作为高龄选手，他得付出更多，“如果

让你评估一名运动员，要体能没体能，要基

础没基础，要技术没技术，年纪还大，你觉

得这名运动员还有戏吗？可当这个人是自

己时，我不服，我想试试，我这辈子，能不能

活出另外一个样子。”

渐渐地，年纪最大的“师弟”成了队里

的“卷王”。清晨四五点，其他人在睡觉时，

他 起 来 训 练，普 通 训 练 课 ，他 总 是 奋 力 超

越，然后给身后的选手打气：“加油，快走”。

成绩提升的同时，他成了“别人的队员 ”，

“看看人家老毛，成绩为什么提得快，人家

付出多少？”教练经常以他为榜样劝诫年轻

的孩子们，有人忍不住“埋怨”：“老毛，你就

不能慢点儿吗？”对此，毛忠武通常憨厚地

一笑，但继续在训练中拼命，“等他们成绩

也提升了，就不会埋怨我了。”

如愿进入国家队后，毛忠武仍不改“卷

王”作风，直到伤病让他学会慢了下来。疲

劳的训练让他进入瓶颈，一度连女队员都

滑不过，此后，在教练团队和科研保障团队

的帮助下，他渐渐明白“训练不能像机器一

样，得讲科学。”他学会观察队友、每天写训

练 笔 记，和 教 练 员 一 起 分 析、完 善 技 术 动

作，自己找运动训练的书来补课，“只要对

训练有帮助的，我都会去研究它。”

2021 年，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

越野滑雪比赛中，毛忠武参加了 4个项目，都

拿到了金牌。从那时起，他积累的跬步终于

指向了千里外的目标，“我们要努力站上冬

残奥会的领奖台，而且得整支队伍一起往前

走，毕竟到时候有那么多顶级对手，我们平

常得做好、做够，才不会表现得太难看。”

面对从十四五岁进队、未踏入过社会的

队友们，尽管雪龄较短，但人生赛道跑了更

久的毛忠武始终是队里的“老大哥”，他用 10

多年的时间尝试过走出家门、进入社会。

“家人愿意养我一辈子，可我不能那么

做。”经历了一段沮丧和幽暗的时光，在母

亲、女友和朋友的支持下，毛忠武开始做一

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因家在海边，在淘宝

店里售卖海参等海产品成了首选，慢慢地，

他离开家门，经营小超市、烧烤摊，开始面对

外界的目光，当自信一次次被打破重塑后，

他选择了用电动三轮车糊口，顺便可以去更

多地方看看这个世界，“这是最简单的代步

工具，能让我更快融入社会，接触更多的人。”

在这辆车上，他因小擦碰而遭遇过恶语相

向，也因乘客多付的车费而暖流入心。

“在社会上，生存活法、人情世故都得

一个人去面对，其中的艰难，以后我们离开

赛场仍要面对。”因此，毛忠武经常会嘱咐

年轻选手，专注训练，提升成绩，能让未来

的生活少一些挫折，多一些便利，“在运动

队训练，尤其是国家队，我们能得到团队的

支持和保障，要做的只有努力训练、挑战自

己，这种机会怎能不去珍惜？”

尽 管 下 届 冬 残 奥 会 自 己 已 年 近 40，

但毛忠武依然期待在体育的怀抱中待得更

久一些，“你看 C 罗，已经 37 岁了还有这

么好的竞技状态，我做不到那么优秀，但

至少可以学他自律。”年少时的足球梦用

另一种方式照进毛忠武的人生，他把自己

每个阶段发的比赛服、手套、雪仗等装备

都精心收藏，偶尔有朋友索取，他也大方

相 赠 ，“ 他 们 说 看 见 这 些 能 想 到 我 的 经

历，我也可以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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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弟”毛忠武的中年逆袭

毛忠武夺得北京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男子中距离（坐姿）冠军。 视觉中国供图

4 月 22 日下午，北京怀柔第三小学学生参加“羊角球、赶猪、呼啦圈”等项目的趣味运动。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