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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蒙彼利埃 5 月 14 日电
（记者肖亚卓）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
正在法国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13日蒙彼利埃的传递过程
中，中国企业 家 、恒 源 祥 集 团 创
始 人 刘 瑞 旗 参 与 传 递 ，成 为 本
届奥运会火 炬传递的第一名中
国籍火炬手。 巴黎奥组委火炬
传递团队的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后续大家还会看到多位中国火

炬手。
“目前并不会公布每一站传递

的完整名单，因为有一些细节还需
要最终确定。大家可以关注巴黎
奥运会火炬传递的官方网页，我们
会在上面不定期、选择性地公布后
续传递中的火炬手名单。”这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巴黎奥组委官网已经公布
的火炬手名单，还能看到另外两名

中国火炬手的名字，分别是 15 日
在东比利牛斯省参与传递的冯海
婴以及 18 日在热尔省参与传递的
青年演员赵露思。两人均为国际
奥委会 TOP 计划合作伙伴蒙牛
推荐。

此前在马赛的首站传递中出
现的奥地利籍华人火炬手、乒乓球
运动员刘佳由奥地利奥委会推荐。

“虽然目前 在 官 网 上 只 有 两

人 ，但 后 面 还 会 有 一 些 其 他 来 自
中国的 火 炬 手 ，大家可 以 期 待 。”
火 炬 传 递 团 队 的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者。

巴黎奥运会火种于8日在马赛登
陆，于次日开始了在法国本土境内的
传递。7月 14日法国国庆日当天，火
炬将抵达巴黎，开始在巴黎及其周围
城市的传递，直到7月 26日开幕式现
场点燃主火炬台。

巴黎奥组委：多名中国火炬手将参与奥运火炬传递

16日至19日，巴黎奥运会资格
系列赛上海站将在黄浦江畔举行。
攀岩、滑板、霹雳舞和自由式小轮车
四个项目的 464 名全球顶尖高手，
将为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展开激烈
争夺。

本次比赛中，攀岩项目悬念十
足，滑板将上演“青春对决”，霹雳舞
项目本土作战的中国选手将全力出
击，自由式小轮车赛场我国选手将
挑战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一言
以蔽之，各项目连台好戏即将登场，
体育迷们将大饱眼福。

攀岩、滑板：悬念十足的
“青春对决”

攀岩、滑板赛场均将呈现世界
最顶级竞技水平的拼争。攀岩项
目中，虽然已经拿到奥运资格的
选手将不再参赛，但目前的出场
名单上，国外选手中依旧包括了
东京奥运会亚军、日本选手野中
生萌，世界杯领奖台常客、美国选
手布鲁克·拉布图等名将。中国
队方面，现男子速度世界排名第
一的伍鹏，以及刚刚在世界杯夺得
一银一铜的骆知鹭和东京奥运会选
手潘愚非，也将向奥运会正赛资格
发起冲击。

攀岩比赛中，速度赛场的竞争

或将异常激烈。由于奥运会各代表
队在速度项目中仅有男、女各两个
名额，因此各强队内部也将形成激
烈内部竞争。本赛季，男子速度项
目成绩再次大幅度提升，以往已能
在世界大赛中拿牌的成绩，如今闯
入前8名都有困难。再加上速度攀
岩比赛的不确定性极高，世界大赛
决赛的失误率可达50%左右。多种
因素叠加之下，速度赛场或将上演
动人心魄的对决，甚至有可能见证
纪录的诞生。

与攀岩项目相比，滑板因为该
项目尚未产生直接晋级巴黎的选
手，所以其参赛阵容将更加完整。
此外，“青春风暴”将成为一大亮点：
女子街式、碗池两个项目目前积分
排名前四的选手年龄均在 17 岁以
下，中国最年轻的亚运会冠军、现年
14岁的崔宸曦也将亮相赛场，向领
奖台发起冲击。男子高水平选手的
年龄跨度更大，其中不乏日本选手
小野寺吟云、美国选手加文·伯特格
尔等年轻面孔。

霹雳舞：主场优势助中国
队力拼奥运资格

除了我国选手刘清漪等少数已
获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的选手外，
所有的霹雳舞项目选手都需要通过

此次比赛争取资格。从竞争的激烈
程度和比赛的观赏性而言，本次比
赛的霹雳舞项目整体竞技水平绝对
堪称世界一流。

中国队方面，男选手亓祥宇、商
小宇、张鑫杰，女选手曾莹莹、刘子
妍和郭朴（替补队员），将参加此次
资格赛。想要晋级奥运会正赛，这
是他们最后可以把握的机会。根据
规则，霹雳舞项目最终的巴黎奥运
会资格，将由上海、布达佩斯两站奥
运资格赛的总排名决出。对于中国
队的选手而言，进入前八名是本次
资格赛的目标。

2023 年，亓祥宇曾获世界霹雳
舞锦标赛男子组第四名以及杭州亚
运会霹雳舞项目男子组铜牌。商
小宇则曾作为唯一一位霹雳舞选
手代表中国队参加过布宜诺斯艾
利斯青奥会，并成功闯入前八名。
女子方面，曾莹莹曾在2019年闯入
过世锦赛四强，在2023年的杭州亚
运会上，她也同样位列四强。本次
比赛中，他们坐拥主场优势，有机会
向取得奥运会入场券迈出坚实的
一步。

自由式小轮车：“老兵”小
将皆有不凡使命

上海站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比

赛中，最大的看点应该是女子项目中
我国选手的成绩和表现了。去年在世
界杯巴中站比赛中，18岁的邓雅文曾
力压世界冠军汉娜·罗伯茨和东京奥
运会该项目冠军英国选手夏洛特·沃
辛顿，成功夺冠。此次再度面对罗伯
茨和沃辛顿，邓雅文能否延续胜绩，值
得关注。

此外，去年世锦赛亚军、同样年仅
18岁的孙思蓓和2022年世界杯澳大
利亚黄金海岸站冠军孙佳琪也都将参
加此次比赛。按照规则，中国队在巴
黎奥运会上该项目中最多只能派出两
位队员参赛，谁能从中国队的内部竞
争中脱颖而出，本次比赛后应该就能
看出些端倪。

男子项目方面，东京奥运会冠军、
澳大利亚选手罗根·马丁将来沪参赛，
人们有望看到他在1分钟比赛时间内
完成 18个颇具难度技术动作的独门
绝技。

另外，素有自由式小轮车界“梅
西”之称的委内瑞拉人丹尼尔·德尔斯
如今已近不惑之年，他既是中国队的
外教，同时又将披挂上阵。这位给许
多精英选手提供过经验和帮助的老
将，能否带着优秀的竞技状态迎接自
己奥运会的“最后一舞”？这同样富有
悬念。

（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

黄浦争锋
——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观战指南”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王沁鸥 高萌 许东远

16日，巴黎奥运周期的全新赛事——巴黎奥运会
资格系列赛将在上海开启它的第一站。来自攀岩、滑
板、霹雳舞和自由式小轮车四个项目的运动员，将为
奥运资格齐聚黄浦江畔。近日，国际攀岩联合会副主
席小日向彻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上海开启
的全新资格系列赛对项目有巨大影响；他期待攀岩能
借奥运平台获得更大发展，也促进年轻人之间的交
流，并强调让“对手”学会分享和合作是攀岩的核心特
质和赛场上最美的场景。

奥运会上的攀岩项目在人工岩壁上进行，它脱胎
于高海拔雪山攀登和自然岩壁攀爬，在上世纪80年代
逐渐发展成一项竞技运动。它在东京奥运会上完成首
秀，并将在巴黎二度亮相。

“与平常年份相比，2024年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因
为奥运会，还因为有了全新的资格赛，这对我们有着
巨大的影响。”小日向彻说，与以往由单项体育协会组
织奥运资格赛相比，在国际奥委会组织的综合性赛事
中争夺奥运席位，有助于提升新兴项目的关注度，尽
管这意味着国际攀联自己旗下的赛事需要重新调整
日程。

“和许多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成熟项目相比，我们目
前并不存在奥运会和商业赛事体系之间的冲突。奥
运会给了向世界展示这些运动的价值的机会，也让运
动员有机会去鼓舞更多人。”他说。

入奥对攀岩的帮助是巨大的，在小日向彻看来，相
关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亚妮娅·加恩布雷特（东京奥
运会攀岩女子全能冠军），她现在不仅被攀岩圈熟知，
而且越来越被当成一名现象级的女子运动员。全球
各地的攀岩组织数量在增长，不仅是国家和地区性的
协会，商业性的攀岩协会也在增加，商业岩馆的经营
者也更多了。”

但在攀岩圈内，入奥曾引发过争议。一些资深岩
友认为，攀岩是一项在自然中进行的小众极限运动，
不能也不应被量化比拼。这种声音在东京奥运会前
达到了一个高峰，目前也仍有一定的拥趸。

“我们知道围绕入奥存在的批评，但从攀岩社群
整体的利益出发，入奥确实让我们受益良多。”小日向
彻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说道，“我自己就是一名攀岩
者，在我的国家日本，攀岩在我年轻时甚至是被禁止的，但现在，许多青少年去
攀岩可以得到家长的理解，甚至是国家的支持。”

他个人并不想将竞技和自然岩壁攀岩分出高下，反而认为两种形式的攀
岩并行存在是项目从事者的幸运：“一些孩子从人工岩壁开始接触攀岩，爬久
了或许就会想要去到野外。当高水平竞技选手结束了国际赛场的生涯，野外
也让他们仍有地方可去，这是可以持续一生的爱好。”

争议在巴黎周期依然存在，焦点转向了巴黎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速度攀
岩。它将从全能项目中分离出来单独设项，也让攀岩的奥运金牌数从两枚增
加到四枚。该项目运动员使用的赛道男女通用、全球统一，这让设置世界纪录
成为了可能，但也在传统攀岩社群中引发担忧，称一成不变的赛道会抹煞运动
的创造性。

“我们确实想过更换赛道，但目前，速度攀岩的成绩还在快速提升，速度攀
岩选手们也想要在自己的项目单独设项的一届奥运会上创造新的奥运纪录，
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小日向彻说，国际攀联同样理解批评者的初衷，但
他指出，速度攀岩也确实为攀岩赢得了更多关注：“它拥有（所有奥运速度项目
中）最短的赛道，即便是第一次看这个项目，它的规则也很容易理解。”他说，速
度攀岩标准化的赛道利于全球推广，几秒就能完赛、过程跌宕起伏的特点也更
抓人眼球。

尽管面临一些来自运动社群内部的争议，但在小日向彻看来，攀岩的一些
核心特质在奥运赛场上得到了保留和发扬，其中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放下对立、
合作共赢。

比如，在攀石和难度决赛前，运动员被允许集体观察线路，并可以在观察
中相互交流、讨论，这便形成了攀岩赛场上独特的景观：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原本存在竞争关系的对手，却能在上场比试之前分享“解题”灵感。这仿佛把
人们带回了这项运动的起源——在自然岩壁和雪山攀登中，攀登者便常常打
破国籍、语言等界限，共享各自获取的信息。因为在山峰中那些生死攸关的时
刻，只有以更团结的精神，才能共同面对大自然抛来的挑战。

“很多国际奥委会的官员都向我反复提到这个场景。这是我们的运动最
为特别的一点。”小日向彻说，“岩壁上，运动员们分享着同样的体验，他们之间
会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共情，这是这个项目最美的场景之一。”

他也希望这种美能传播到世界更多角落：“我们的运动已经在东亚、欧洲
和北美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不能忘记非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区。”他说，国
际攀联正在考虑创立更多地区性比赛，帮助提升上述区域的攀岩水平。

在亚洲，中国和日本是最先承办高水平攀岩赛事的国家。国际攀联成立
于2007年，中国于2008年就开始承办世界杯分站赛，目前已有青海、重庆、山
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承接过这一赛事。今年，美国选手塞缪尔·沃森还在
中国创造了新的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这名年仅18岁的选手当时还透露，
因为练习了攀岩，他已经开始学习中文。

“中国的速度攀岩一直很强，最近两项全能也进步飞快。”小日向彻说，“从
全球来看，东亚是攀岩运动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我希望我们能够一同向世界
展现亚洲攀岩的水平。当然，推广一项新运动仅靠几个国家或大洲是不行的，
交流和合作因此非常重要。”

即将到来的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将比赛场地放到了黄浦江畔的露天场地，
现场观众能在轻松的街头氛围中享受比赛，市民还将有机会亲身体验运动的
乐趣。小日向彻认为，这也是攀岩这类年轻项目的生命力所在。

“东京的首秀很好，但遗憾之处就是没有观众。今年，我们很高兴观众能
重新入场。”小日向彻说，巴黎奥运会攀岩项目的门票开票首日就已售罄，希望
在2024年，世界能更多看到攀岩的魅力，也因攀岩而走到一起。（参与采写：董
意行、沈楠） （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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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6日至 19日，由国际奥委
会全新打造的奥运赛事——首届奥
运会资格系列赛将在上海展开角
逐。由自由式小轮车、滑板、霹雳舞
和攀岩组成的四个新兴项目，紧凑
且极具青春范儿的场地布置，集体
育、艺术、音乐和时尚于一体的节日
氛围……国际奥委会希望，这场赛
事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奥运体验，
让观众“wow”不停！

在14日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
中，国际奥委会体育部主任基特·麦
康奈尔介绍说，近年来，国际奥委会
不断进行革新，从东京奥运会项目

设置开始，更年轻、更城市化、更能
体现性别平等的项目获得了更多
关注。

为了持续提升奥运会的影响
力，国际奥委会开始注重通过数字
化平台宣传推广奥运会资格赛。据
麦康奈尔透露，巴黎奥运会有超过
3000多场资格赛，国际奥委会已对
400 多场资格赛进行报道，采访了
750 余名参赛运动员，播发了 8000
多条人物稿件。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将吸
引 464 名世界顶尖运动员参赛，为
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展开终极

对决。
为何选择上海作为首届奥运会

资格系列赛的首站？麦康奈尔表
示，在成功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
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体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举办了
几乎所有奥运项目的单项赛事，有
着丰富的办赛经验。上海这座大都
市也拥有大批青年人，而吸引青年
人的关注，也早已成为国际奥委会
改革的一大方向。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分管战略
与发展的副主任皮埃尔·弗拉特-巴
迪介绍说，在比赛之余，每天都会有

文艺表演，围绕舞蹈、时尚、中国文化
和演唱会等主题进行展示。观众在观
赛之余，还可以零距离地接触、了解这
几项城市街头运动，感受浓厚的节日
氛围。

本次比赛举办地在黄浦滨江，周
边有 2010 年世博会场馆遗产。巴迪
说：“这次比赛的场地布置绝对是‘现
象级的’，让人眼前一亮，发出‘wow’
的赞叹，相信我们将营造出全新的奥
运体验。”

此外，麦康奈尔透露，国际奥委会
还在考虑未来举办冬奥会资格系列
赛。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让观众“wow”不停！
——国际奥委会谈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

新华社记者 姬烨 董意行 许东远

5 月 15 日，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
大赛（西南区）西藏自治区五人制足
球选拔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的
8支代表队参与角逐。

图为当日，昌都队球员西热泽
仁（前）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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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瑞士洛桑5月14日电 瑞
士洛桑位于碧波荡漾的日内瓦湖北
岸，依山傍湖。在这里，博物馆和文
化产品数量繁多，而其中最为著名的
当数奥林匹克博物馆。

洛桑是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
因此被称为“奥林匹克之都”。奥林
匹克博物馆临湖而建，1993年落成开
馆，位于洛桑奥林匹克公园内，俯瞰
湖光山色，风景优美。这里收藏并展
示从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至今
的数万件珍藏品，通过丰富多彩的图
片、影视等展品讲述奥林匹克运动的
历史和故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是
世界最大的奥林匹克运动资料中心。

从湖边拾级而上，便看到矗立在
蓝天绿地之中的一座洁白建筑，宏伟
又不失秀美。由希腊政府赠送的8根
白色大理石圆柱分两列竖立在博物
馆正前方，这一片纯白，象征着“和

平”与“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中国作
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北京作
为举办过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
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在奥林匹克
博物馆内留下了诸多印记，参观者在此
能了解到中国奥运健儿的拼搏历程以
及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属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展品不
少，例如获奖运动员比赛时使用的运动
器材和装备，其中包括跳水冠军郭晶晶
的泳衣，以及牙买加“闪电”博尔特在男
子百米决赛中的比赛服。而在冬奥会展
台上，有2022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
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比赛时穿的华美
服装以及其他知名选手使用的雪板、雪
杖等展品。这一切，让人回想起体育健
儿们在北京激情澎湃和完美的表现。

博物馆里还收藏了不少中国著名
运动员的展品，例如邓亚萍的乒乓球
拍、杨扬的冰鞋、刘翔的跑鞋等。

在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

感受中国的奥运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