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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8 月 15 日下午，通过严苛考核入选世

界 杯 名 单 的 国 际 级 裁 判 马 宁 前 往 长 春 赛

区，这一次他的执裁任务不是中超联赛，而

是青少年联赛。国际级裁判执法青少年足

球 赛 事 的 情 况 在 国 内 实 属 罕 见 ：8 月 17

日，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 年龄

组和 U15 年龄组（初中年龄段）全国总决

赛的 1/4 决赛就要全面展开 。据 中 国 足 协

男 足 青 训 部 负 责 人 乔 岱 虎 介 绍 ，“ 总 决 赛

阶段的仪式感会非常强，会选一个最有意

义的球场，有转播，有颁奖仪式”，“目的是

送给孩子们一个最漂亮的总决赛”。

这是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和

以往校园足球、职业梯队各自为战相比，整

合资源、不设壁垒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提供了最基础的赛事平台。

一个典型数据可以证明全社会对于首

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巨大关注度：在

平台界面，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话题

为标签的微博阅读数，已经超过 3500 万，

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微博、公众号的赛事转

播，以及多家媒体对青少年足球的“青睐”，

让这项赛事在起步阶段就有了“大模样”。

而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通过这项兼顾

普 及 与 选 拔 的 全 国 性 赛 事 展 现 在 所 有 人

面前。

“我一直在赛区看比赛，给我印象最深

的是，孩子们特别认真，他们不装，没有什

么 坏 习 惯 ，被 踢 倒 马 上 爬 起 来 ，不 浪 费 时

间，所以比赛延续性很强，可能技术水平不

是很高，但很真实，所以好看。”乔岱虎说。

尽管参与各方热情高涨，但“在各种争

议声中艰难起步”，才是第一届中国青少年

足球联赛的真实写照——上周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实验中学的申诉就引发多方争论，

由于今年恰逢省运会年，广东省运会 U15

年龄组男足又出现“疑似假球”，在这样的

背景下（技战术能力最强的小球员“优先”

参加省运会），青少年联赛的“公正”与“纯

洁”自然成为最敏感的话题。

广外实验中学 U13 队以 6 胜 1 负战绩

获得这一年龄组总决赛 B 组第二名晋级全

国前 16 名，但由于该队有 3 名球员学籍不

在广外实验中学，因此在小组赛后被其他

球队举报并被组委会取消参赛资格。球队

随即提出申诉，认为当初广东赛区的赛事

组织者广州足协已经知悉此事且同意球队

参赛，主办方不应该在小组赛结束后进行

听证和处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查阅《关于上报第

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

段 U13 / U15 组）全国总决赛参赛球队的

通知》，通知对于 U13 年龄组赛事球员参

赛资格有明确规定：以学校代 表 队 、体 校

代表队报名参赛的球员应具有所在学校、

体校的学籍，根据情况进行参赛注册报名；

参加总决赛的球队，可在 7 月 26 日前完成

最多 6 名球员的补报名；补报名俱乐部或青

训机构球员应当在参赛单位完成注册，其他

参赛球队球员须具有参赛学校学籍。

和以往校园足球体系小球员“转籍”必

须 1 年以上的规定相比，青少年足球联赛

并无时间限制，只有“学籍对应”的规定。引

发争议的根源在于学校组队和地方足协验

证时“疏忽”了报名文件的规定。

“ 当 然 要 罚 。不 然 每 支 球 队 都 从 外 面

‘摇人’，那就没法踢了，太功利了，我们最

恨 这 事 儿 。”一 名 参 赛 小 球 员 家 长 告 诉 记

者，“以前青少年赛事这种情况非常多，就

看组织比赛的单位严不严，最近几年参赛

资格对应学籍已经是最基本的要求了，不

明白他们为什么还找‘外援’。”

“不设壁垒”是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办

赛 特 色 ，但“ 不 设 壁 垒 ”的 意 义 在 于 清 除

“体”“教”之间的壁垒，校园足球队和职业

俱乐部青训队均可参赛，而非学校球队可

以“随意扩招”。

中 国 足 球 几 乎 每 一 个 角 落 都 存 在 争

议，正常的“争议”有助于联赛整体更加丰

满和规范——覆盖全国的首届中国青少年

足球联赛在赛事组织、运行方面自然有诸

多需要改进、调整之处——但更多强调“个

体利益”的“争议”，则无助于这项青少年足

球赛事的健康发展。

“青少年赛事，尤其低年龄段的比赛，

容易出现大比分，就是因为我们青少年足

球的发展其实很不均衡，地方差异非常大，

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希望通过青少年足球

联赛，逐渐缩小整体差距，让更多的孩子爱

上足球、享受足球。”乔岱虎说，“作为组织

者，我们的任务是尽全力给孩子们提供最

好的比赛平台，最好的比赛环境和条件，比

如在 16 强阶段，我们给每个参赛球员都配

备了智能穿戴设备，可以纳入所有人的比

赛数据，分析每支球队的技战术打法，这是

职业队和国字号球队才有的待遇。我们的

青少年足球基础能力有限，这个联赛就是

孩子们提升水平的一个台阶。”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的体系还会进一步扩大。按照中国足协副

主席高洪波的说法，作为衔接、连贯基层底

座和专业塔尖的最重要的 19 岁年龄段（校

园足球高校二年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一线

队基本年龄线），全国仅有 29 支球队报名、

最终 26 支球队参赛，这样的规模还远远不

够，“我们的设想是，让这一年龄段放宽限

制，高校球队甚至研究生也可以组队参赛，

让足球真正成为大家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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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设壁垒”不等于“随意摇人”——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在争议中艰难起步

校媒记者 姬 瑾 陈 哲 范子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外面天气那么热，图个凉快也是上冰

的理由啊。”北京三伏天，室外气温已达 38

摄氏度，作为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

滑冰的比赛场地，首都体育馆冰场室内仍

保持 16 摄氏度恒温。在这块依然氤氲着冬

奥气息的冰场上，双人滑世界冠军庞清一

边身体力行地指导初学者上冰，一边见缝

插针地让花滑脱离“高冷”，更加“亲民”。

北京冬奥会后，各冬奥场馆向社会开

放，将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望从竞技场浸

润到生活中。在首都体育馆内，和“冬奥标

准”一起被保留的还有在赛场一隅的等分

席，这是运动员结束比赛后等待裁判出示

分 数 的 位 置 ，“ 没 比 好 时 就 想 赶 紧 离 开 这

儿，比好了，坐这儿心情就特别急切。”面对

中国青年报媒体育记者训练营的学员，庞

清回忆起与佟健驰骋赛场的岁月，作为中

国双人滑的代表性组合，这对冰雪伉俪携

手征战过 16届世锦赛和 4届冬奥会，在这个

承载运动员悲喜的角落，他们一起经历过沉

寂，攀上过巅峰，最终等来了卡尔加里和都

灵两届世锦赛冠军、温哥华冬奥会亚军。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花样滑

冰迎来高光时刻，中国双人滑的两对选手

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包揽了双人滑冠

亚军。虽然总分屈居亚军，但凭借在自由

滑 曲 目 《追 梦 无 悔》 中 的 完 美 演 绎 ， 庞

清/佟健提前锁定奥运奖牌，更在等分席

等到了一个刷新当时国际滑冰联合会双人

滑 比 赛 得 分 最 高 纪 录 的 分 数 ， 141.81 的

高分超过了申雪/赵宏博的自由滑分数，也

圆了两人“希望在奥运会舞台上留下浓墨

重彩一笔”的心愿。

分数揭晓，观众席人声鼎沸，庞清的内

心世界却格外平静，“在最后两个动作即将

完成的时候，我所有力量都爆发出来了，我

们选择这首《追梦无悔》作为曲目，就是为

了表现我们这一代冰雪人在逆境中追求自

己梦想时无怨无悔的态度。”庞清/佟健选

择继续追梦，在伤病、年龄及竞技状态下滑

的夹击下，两人带伤完成了 2014 年索契冬

奥会《我曾有梦》的冬奥谢幕，在 2015 年上

海花滑世锦赛上奉献了运动生涯的最后一

套自由滑节目《为你守候》。

最后一次坐在等分席上的感受让庞清

印 象 最 为 深 刻 ，“ 我 感 到 所 有 人 对 我 的 关

爱，对我们今后的期待，那时我的心情非常

复杂，有一些失落，有一些不舍，但更多是

责任及憧憬花样的美好未来。”

7 年后，回到等分席上的庞清等待的

是作为冰雪项目推广者、冰雪产业从业者

的分数。自 2015 年退役后，庞清与佟健把

赛场从台前转为幕后，他们在国家队任教，

为竞技体育培养人才，其他精力则用来推

广 大 众 冰 雪 ，开 办“ 庞 清 佟 健 冰 上 艺 术 中

心 ”， 并 开 设 爱 滑 冰 公 益 课 堂 ， 截 至 目

前，他们已在全国各地开展 72 场冰上公

益课。庞清表示，“在后冬奥时代，很多

家长带领孩子来亲身体验滑冰的快乐，青

少年群体的广泛参与，可以为冰雪项目补

充强大的后备人才，从而更好地推动冰雪

项目向前走。”

北京冬奥会期间，庞清和佟健自筹资

金 打 造 了 国 内 首 部 剧 场 冰 上 剧 目 《WE

ARE ONE》，演出 5 场全部爆满，在 90

多分钟的剧情里，他们带领 40 名花滑小

将演绎了中国几代冰雪人克服困难，从落

后追赶到领先超越的奋斗历程。这是两人

见证中国冰雪运动发展近 30 年后，对体育

职业化、市场化的又一次探索和创新。

“从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训练条

件艰苦，到现在国家实力增强，训练基础设

施完备，冬奥会成功举办滑冰场地数量不

断 增 加 ，接 触 滑 冰 运 动 的 人 数 也 越 来 越

多 。” 庞 清 用 “ 期 待 ”“ 创 新 ”“ 以 人 为

本 ” 几 个 关 键 词 来 谈 冰 雪 运 动 未 来 的 发

展，在她看来，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目标要通过以人为本的创新举措来

完 成 ， 只 有 让 更 多 人 真 正 地 开 始 走 上 冰

雪，才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为了让初学者能够平稳地站上冰面，

庞 清 不 落 下 每 一 个 细 节 ，“ 鞋 带 一 定 要 拉

紧”“脚踝那里不能太松”“最上面的钩子先

空下”⋯⋯ 仅仅是穿冰鞋这看似最简单的

一步，她也耐心提醒，反复叮嘱。在训练营

学员倪梦娜看来，虽然庞清是世界冠军，但

她对初学者担心的每个细枝末节都了如指

掌，“不论是‘怎么滑’还是‘怎么摔’，都很

生动。”正是这种“零距离”的指导方式，帮

助大家慢慢消除了初次上冰的恐惧。

从未滑过冰的训练营学员陈昊原刚开

始只能扶着防护栏缓慢前行，在庞清的鼓

励下，他开始尝试朝冰面中央滑行 。“‘勇

敢’是庞清老师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只有勇

敢迈出第一步，才能在冰面上划出一道道

美丽的印迹。在我们的人生中，同样需要这

样的‘勇敢’。”陈昊原说。

“竞技也好，体育也好，我觉得是一种

引领，在后冬奥时期让冰雪运动能够持续

地走下去。”庞清表示，自己是花滑的受益

者，因此也希望让更多人能感受花滑的魅

力。北京冬奥会前，曾 4 次出征冬奥会的她

成为火炬手，如今，圣火熄灭，但传承人仍

在 继 续 ，“ 作 为 中 国 几 代 冰 雪 人 中 的 一 分

子，我们有责任、有担当去做好这个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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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人飞驰到“全民起舞”——

当庞清坐上冰雪运动推广的“等分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当辽宁男篮为退休的蒋兴权指导送

上足够的尊重和敬意时，当家球星郭艾

伦却似乎去意已决。有消息称，3 家海

外俱乐部一直在联系郭艾伦，其中包括

开出天价合约的湾区翼龙俱乐部。

在这个夏天之前，湾区翼龙对于篮

球迷来讲并不熟悉。但是，随着包括朱

松玮、刘传兴、鞠明欣、刘晓宇等知名

CBA 球员的加盟，以及这些球员令人

惊讶的身价的曝光，湾区翼龙迅速成了

关注的焦点，而伴随而来的，是铺天盖

地的争议。有消息称，湾区翼龙准备了

巨额薪金在 CBA 挖人。

以朱松玮为例，作为一名大学生选

秀球员，他在 CBA 的薪金是非常明确

的 ——2020 年 第 四 顺 位 被 选 中 的 他 ，

前 两 个 赛 季 的 年 薪 在 20 万 人 民 币 左

右。结束两年新秀合同后，四川男篮只

需开出新秀合同一倍的合约，就可以留

住他。但是，湾区翼龙开出的合约超过

200 万人民币，甚至有传言是两年 700

万，如此大的涨薪幅度，是令球员难以

拒绝的。

事 实 上 ， 已 经 加 盟 湾 区 翼 龙 的

CBA 球员，普遍享受着高薪待遇。从

球员角度来说无可厚非，毕竟球员的职

业生涯是有限的。但对于一个职业联赛

而言，球员的流失肯定不是件好事。

“湾区翼龙目前挖走的球员，多数

是 CBA 的边缘球员，但如果郭艾伦去

了海外联赛打球，周琦也没有办法回到

CBA 效力，那对下个赛季的 CBA 联赛

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郭艾伦和周琦都

是 联 赛 的 顶 流 球 员 ， 如 果 他 们 都 不 在

CBA 打球，那联赛的商业价值、吸引

力肯定会受到巨大的影响。”某不愿具

名的前 CBA 球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

不过，已经发生的和接下来可能发

生的球员流失，全都是在中国篮球现行

规则之下发生的。

去年夏天，周琦为离开新疆男篮，

毅然决定加盟澳大利亚 NBL 联赛——

根据 CBA 的注册管理办法，新疆男篮

当时为结束了上一份合同的周琦，提供

了 顶 薪 续 约 合 同 ， 那 么 周 琦 如 果 留 在

CBA 打 球 ， 就 只 能 留 在 新 疆 队 。 同

理，郭艾伦的上一份合同也刚刚到期，

辽宁男篮也送上了顶薪续约合同，如果

其他 CBA 俱乐部拿不出辽宁男篮心仪

的筹码，想要换个环境的郭艾伦，只能

步周琦后尘，前往海外发展。而湾区翼

龙队所属的东亚超级联赛，恰恰属于海

外联赛。

于 是 争 议 和 问 题 来 了 。 郭 艾 伦 从

2010 年升入辽宁男篮一队已经 12 年，

一名职业球员的整个 职 业 生 涯 ， 都 只

能 在 一 支 球 队 效 力 是 否 合 理 ？ 即 使 俱

乐 部 为 了 培 养 一 名 顶 级 球 员 ， 付 出 了

巨 大 的 成 本 。 但 现 在 中 国 篮 球 的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 如 果 让 运 动 员 完 全 自由地

流动，势必又会引发青训危机，和因为

互挖顶级球员而导致的俱乐部运行成本

的巨幅增加。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CBA 的

商业价值可以稳步提升，工资帽、顶薪

标准可以满足顶级球员的预期，可能类

似湾区翼龙这样的俱乐部也搅不起多大

的波澜，但现实窘境确实让 CBA 联赛

有些难受。

可能是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威胁和

问题，CBA 公司 8 月 9 日发布了一则公

告，大意是：CBA 现行的注册管理办法、

工资帽制度以及新秀管理规定，目的之

一就是控制各家俱乐部的运行成本，平

衡青训体系和球员流动之间的矛盾。鉴

于最近两个赛季休赛期发生的一系列事

情，“CBA 公司将继续积极听取包括俱

乐部、球员等相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进

一步完善俱乐部青训和球员流动等相关

制度，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推动

联赛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这 其 实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是 一 种

倒 逼 。 怎 么 让 朱 松 玮 这 样 出 色 的 大 学

生 球 员 ， 在 个 人 利 益 上 得 到 更 好 的 保

障 ？ 有 没 有 更 好 的 办 法 ， 找 到 球 员 流

动和俱乐部利益之间新的平衡点？“一

人一城”在像 NBA 这种高度职业化的

职业体育里，都是越来越少，在 CBA

很 多 时 候 更 像 是 一 种 束 缚 。 当 然 ， 想

要冲出“牢笼”，也可能是要付出代价

的 。 东 亚 超 级 联 赛 的 整 体 水 平 ， 肯 定

不 如 CBA 联 赛 ， 对 于 顶 级 球 员 来 说 ，

球 员 在 得 到 高 薪 待 遇 的 同 时 ， 也 要 冒

竞 技 水 平 下 降 的 风 险 。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说 ， 东 亚 超 级 联 赛 就 像 是 一 个 “ 风

口 ”， 对 于 中 国 篮 球 的 各 个 层 面 来 说 ，

既是挑战，也有机遇。

东亚超级联赛挖角或倒逼
C
B
A

改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在上个月举行的 2022 年攀岩世界杯

瑞士维拉尔站和法国霞慕尼站的比赛上，

时隔近 3 年再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的中国

速度攀岩队王者归来，包揽了两站比赛速

度攀岩项目的男、女冠军。其中，瑞士维

拉尔站比赛，中国选手更是豪取了速度攀

岩项目 6 枚奖牌中的 5 枚。看着弟子们在

岩壁上的矫健身姿，中国速度攀岩队主管

教练钟齐鑫偶尔也会有一种自己仍在赛场

上飞檐走壁的错觉。

2019 年 10 月，攀岩世界杯中国厦门

站，钟齐鑫在男子速度攀岩比赛中夺冠，

那也是钟齐鑫夺得的最后一项国际比赛冠

军。在 2007 年至 2019 年长达 12 年的时

间里，被称为“中国壁虎”的钟齐鑫一直

是世界最顶尖的男子速度攀岩运动员。但

之 后 ， 他 错 失 东 京 奥 运 会 参 赛 机 会 ， 然

后，心有不甘的他又因国家需要放弃了再

次冲击奥运奖牌的梦想，成为中国速度攀

岩队主管教练，而今，他带领弟子延续着

中国人在这块岩壁上的传奇。

近日，带队回国后正在隔离的钟齐鑫

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电话专访，

话题自然从这次比赛开始。钟齐鑫不免感

慨，赛场上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不同的

是，自己从冲锋陷阵的运动员变成了需要

统筹全局的教练员。尽管自己不能亲自上

场 ， 但 队 员 们 在 比 赛 中 的 每 一 个 技 术 细

节，都是钟齐鑫反复研究，并与队员们充

分沟通后制定的，所以钟齐鑫也有一种自

己仍在赛场上的感觉。

不过，做教练员肯定要比做运动员累

多了。从去年 12 月担任中国速度攀岩队

主管教练已经大半年的时间，钟齐鑫深刻

体会到了做教练的辛苦，“做运动员，只

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做教练员，要负责

的是整个团队。”

此次赴瑞士和法国参加攀岩世界杯的

中国速度攀岩队共有 12 名队员，这 12 名

队员在比赛中的技术、战术，平时的训练、

生活，钟齐鑫都需要全面考虑并把工作做

到位。钟齐鑫说队员比赛时，自己也有一种

沉浸于比赛中的感觉，那是因为他在现场

需 要 一 直 为 队 员 们 做 好 比 赛 中 的 技 术 细

节、心理调整的把控，随时与队员们交流，

所以整个过程中，虽然钟齐鑫自己没有上

场，但他的思绪其实也一直处于比赛状态。

做运动员时，钟齐鑫的生活习惯是早

睡早起，现在作为教练员，他的生活习惯已

经变成晚睡早起。说到这，钟齐鑫不免调侃

道，“做运动员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其 实 ， 对 于 钟 齐 鑫 来 说 ， 成 为 中 国

速 度 攀 岩 队 主 管 教 练 完 全 是 一 个 预 料 外

的选择。

去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钟齐鑫曾经在

做一档访谈节目时表示，法国一名速度攀

岩 运 动 员 ， 也 是 自 己 的 一 位 好 友 ， 已 经

37 岁了仍在参加奥运会，而自己如果坚

持到 2024 巴黎奥运会也不过 35 岁，比那

位法国好友还年轻呢。

这番话透露出钟齐鑫对圆一次奥运梦

依然有着深深的渴望。

钟 齐 鑫 可 以 说 就 是 为 速 度 攀 岩 而 生

的，初中时练田径的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

会接触到攀岩，最终将这位来自江西小城

的孩子推上了世界舞台。

2005 年，16 岁的钟齐鑫正式开始练

习攀岩项目，两年后就在 2007 年速度攀

岩世锦赛上夺冠。钟齐鑫回忆，当时外国

选手在得知他练攀岩只有两年时间时都觉

得不可思议，外国选手基本上都练了攀岩

10 年以上才具备参加世锦赛的能力。

但就是这名不可思议的中国选手，不

仅在练习攀岩仅两年后就站上了世界最高

领奖台，而且还开启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

速度攀岩时代。2007 年之后，钟齐鑫在

国际比赛中属于“魔王”般的存在，他 7

次刷新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他唯一的对手就是自己。到

2019 年世界杯厦门站之前，那也是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前钟齐鑫参加的最后一项国

际比赛，钟齐鑫都是世界男子速度攀岩项

目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有人称他是“中

国壁虎”，也有人称他是“蜘蛛侠”。

在外人看来，钟齐鑫就是速度攀岩的

天才，但在钟齐鑫看来，天赋只占了一小

部分，更重要的还是勤奋和努力。回想起

自 己 在 2005 年 刚 刚 开 始 练 习 攀 岩 的 时

候，条件还非常艰苦。那个时候，攀岩还

不是奥运会项目，知道的人也不多，钟齐

鑫说自己当时连攀岩鞋都买不起，但客观

条件的艰苦却不会影响他内心对不断超越

自我的追求。

2016 年，随着攀岩被列入 2020 东京

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个曾经在中国

非常冷门的小众项目迎来了高光时刻。当

时已经处于竞技生涯末期的钟齐鑫一度面

临两难选择，一面是历史性的奥运参赛机

会突然摆在眼前，另一面是双胞胎女儿刚

刚出生，家庭需要照顾。此外，当时已经 27

岁的钟齐鑫也要考虑自己的身体能否胜任

参加奥运会的要求，毕竟等到 2020 东京奥

运会举办时，他将是 31 岁“高龄”。

但作为一名运动员，不可能没有对奥

运的憧憬。为了一圆奥运梦想，钟齐鑫还

是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始了东京奥运会的备

战征程。

也是从 2016 年开始，随着国家投入

力度的加大、社会关注度变高，钟齐鑫作

为中国攀岩队的一员，能明显感受到各方

面的保障条件越来越好，在社会上，也能

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玩攀岩。

然而，命运在这时却跟钟齐鑫开了一

个玩笑。2019 年世锦赛，作为东京奥运

会的资格赛之一，进入该项比赛前四名的

选手将获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而钟

齐鑫却在 8 进 4 的比赛中因犯规失利。这

一次犯规与钟齐鑫在 2018 年雅加达亚运

会男子速度攀岩决赛中屈居亚军的一幕极

其相似，雅加达亚运会是亚运历史上第一

次设立攀岩项目，那枚金牌也是钟齐鑫非

常渴望获得的。

来不及花太多时间去懊恼，钟齐鑫又

将目光转向第二年举行的亚洲锦标赛。按

照 东 京 奥 运 会 攀 岩 项 目 的 运 动 员 入 围 规

则，亚锦赛上也将产生奥运会门票。但新

冠肺炎疫情不期而遇，攀岩亚锦赛在 3 次

推迟之后最终宣布取消，钟齐鑫失去了前

往东京的最后机会。

但 是 钟 齐 鑫 的 奥 运 梦 想 没 有 就 此 磨

灭。去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钟齐鑫以 37

岁的法国好友仍在参赛为例，表示年龄不

是问题，也表达了自己仍在争取前往巴黎

奥运会的愿望。

实际上，2024 巴黎奥运会对于钟齐

鑫来说可能更是一次冲击奥运会资格乃至

奥运会奖牌的良机。由于巴黎奥运会的攀

岩项目增设了速度攀岩小项，相比东京奥

运会攀岩项目仅设的全能小项，作为曾经

是速度攀岩世界第一人的钟齐鑫显然在冲

击巴黎奥运会上更有优势。

但这时，钟齐鑫又一次走到了命运的

十字路口。去年年底，中国速度攀岩队急

需组建新的教练团队，钟齐鑫成为最佳候

选。钟齐鑫在得知队伍的困难后最终决定

放弃个人的奥运梦想，“从 2005 年开始，

我就一直是中国攀岩的一员，现在是国家

最需要你的关键时刻，我当然要站出来为

中国攀岩继续战斗。”

如果非要说放弃个人的奥运梦想是一

个 遗 憾 ， 钟 齐 鑫 表 示 ，“ 那 我 可 以 这 样

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是完美的，而我

对自己的攀岩竞技生涯已经非常满意。”

虽然换了一个身份，但奥运梦想依然

可 以 继 续 追 寻 。 此 次 在 瑞 士 和 法 国 的 比

赛，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们在速度攀岩项

目上捍卫着钟齐鑫曾创造的优势地位，这

让钟齐鑫欣慰，也让他更有信心去展望，

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攀岩运动员一定能创造

历史。 本报北京 8 月 15 日电

“中国壁虎”钟齐鑫：换个位置延续奥运梦

北京时间 7 月 2 日，攀岩世界杯瑞士维拉尔站速度攀岩决赛之后，中国速度攀岩队主管教练钟齐鑫（右三）与获得 2 金、2 银、1 铜的 5 名中国运动员合影。 钟齐鑫供图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9 组争抢最为

激烈。 赛事组委会供图

庞清在等分席上与校媒记者对话。

校媒记者 朱玉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