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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月 15 日至 7月 13 日，首届实行新赛
制的国际足联世界俱乐部杯足球赛（以下简称“世
俱杯”）将在美国举行。

作为现在每年由 7 支球队参赛的旧版世俱杯
的升级，新版世俱杯计划每四年举办一次，有来自
各大洲的 32支顶级俱乐部球队参赛，是国际足联
赛事体系改革的重大举措。国际足联希望，将新版
世俱杯打造成世界杯之外的另一旗舰赛事。

然而，新赛事带来影响力和关注度的同时，也
引发外界关于“国际大赛过于密集，恐引发球员伤
病”等诸多质疑。距离开赛已不足一年时间，虽然
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但这项新生赛事所遭受的
争议仍然未能平息。

自从新版世俱杯方案公布以来，代表职业球员
利益的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FIFPRO）始终
持反对意见。今年 6月中旬，FIFPRO宣布在布鲁
塞尔向国际足联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欧洲法院审议
国际足联举办新版世俱杯的决定。FIFPRO表示，
球员们认为目前竞赛日历过于密集，增加新版世俱
杯将给球员带来额外的工作负荷，侵犯球员们的
权益。

面对质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在全
球所有顶级赛事中，由国际足联组织的比赛只占总
数的1%到2%，但国际足联一直在用收入资助全世
界 211 个会员协会发展。我们会继续专注于自己
的事情——组织比赛并在世界发展足球。”

国际足联表示，新的赛事不会加重球员的负
荷，因为他们在赛历上用新版世俱杯代替了过去的
联合会杯。“我们并不是在简单增加一项比赛，我
们同时废弃了另一项赛事。”

围绕新版世俱杯的争议，球员比赛负荷成为足
球世界的热门话题。多位知名教练、球员都曾表示
近年来球员比赛负担显著增加。

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曾公开抱怨：“我们踢得
比赛很多，比赛越少，伤病就越少。多年来，球员
们踢了很多比赛，没有休息……我们不能忍受这样
的事情，但这就是足球，赛程表非常紧。”

然而，与教练们的抱怨恰恰相反，瑞士权威足
球研究机构国际体育研究中心（CIES）日前发布名
为《赛历与球员负荷》的调研报告，对五个洲际足
联下属40个顶级职业联赛上千家俱乐部的数万名
球员参加的各项比赛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数据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报告指出，近12个赛季，球员平均每赛季参加22.7场比赛。除去受疫情
影响的2019-2020赛季外，其余赛季则基本维持在22场至24场之间。最高
是2023-2024赛季，球员平均出场24.4场比赛。虽然上赛季球员平均出场数
比过去有小幅上涨，但由于从2020赛季起每场换人名额从三个增加至五个，
每名球员赛季平均出场时间在近 12 个赛季保持稳定，维持在 1600 分钟
左右。

在俱乐部层面看，近12个赛季，各俱乐部参赛平均场次同样稳定，保持
在42场左右。报告对2000年至 2024年间所有参加欧冠联赛的俱乐部当赛
季全部比赛场次进行统计，2023-2024赛季各队平均参赛50.8 场，甚至要低
于2002-2003赛季的55.2场。

此外，基于相关数据和赛历安排，报告预估球员未来四年每赛季平均参
赛场次将增长1.45%，但球员每赛季平均出场时间不会增长。

根据上述发现，CIES在报告中做出结论：“与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相反，
过去这些年各俱乐部参赛数量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绝大多数球员没有踢过多
的比赛。”

新版世俱杯是否会增加球员负荷?答案见仁见智。从FIFPRO的表态来
看，这似乎确实给球员们带来了不小压力。但从数据显示，球员的比赛负荷
并未因此显著增加。

从更深层次看，这场争端更像是各相关方进行的一场利益博弈。对于国
际足联来说，需要拿出更好的利益分配方案，在商业开发和保护球员健康中
找到平衡，才能确保这项新赛事的顺利开赛。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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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羽毛球的制作工艺许多人却不一定
了解。

“啪”“啪”“啪”……随着一阵阵
打击声传来，在贵州省锦屏县一家
羽毛球厂的试球车间，十余台机器
将球自动发出后，一排工人手拿球
拍，站在对面的收集网格前认真
观察。

这个环节旨在测试刚生产出来
的羽毛球实际性能。“在空中飞行摇
摆的是差球，飞行平稳和旋转自然
的是好球。”车间工作人员说，这是
一个最简单的判定标准。

据了解，评价一只羽毛球质量
好坏，一般可以从四个方面观察，包
括外观是否漂亮、落点是否准确、空
中稳定性怎样、耐打性如何。

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胡兵说，不合格
的羽毛球通常空中飞行摇摆、旋转
不自然、落点不准确，工人们会挥拍
将其击打出去，而因为合格率高，所
以一般也不用人工干预。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业内的
常规操作会因为网络直播而“出
圈”，不少围观网友称：“真是慕了慕
了，每天上班还能免费打球！”一些
人说，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神仙工
作”，堪称理想上班状态，坐在工位
上的自己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一般都是问，这个工作是干什
么的，还招不招人？”正在车间内用
手机直播的刘见权一边观察屏幕上
的留言，一边回应记者。

这个28岁的小伙是贵州杉乡锦
味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
这家锦屏县文旅部门下属的国有企
业，旨在促进当地旅游开发和土特

产品销售。
“从去年 12 月开始做，每天直播

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从上午九点半到
下午五点。”刘见权说，此前他们曾尝
试直播羽毛球所有的生产工序，但最
后发现，只有试球环节网友最感兴趣、
最能产生流量。

“就看着这些工人一直站在那儿，
简单挥一挥球拍，给人一种比较轻松、
比较慵懒的感觉。”刘见权觉得这可能
是场景比较火的原因。

直播数据显示，该短视频账号虽
然只有1.7万个粉丝，但最多的时候有
近三万人同时在线。“基本都有两三千
人在。”刘见权说，他们公司也会不时
带货，既推荐本地制造的羽毛球、羽毛
球拍等体育用品，也会卖一些当地加
工的农特产品。

记者梳理留言时发现，一些网友
提出，可以装个拦截网、安个机械臂，
从而替代人工质检。对这些建议，一
线生产人员却认为没有这么简单。因
为工人要看的不仅是球的飞行距离，
还有球的飞行轨迹、是否空中摇摆、旋
转正不正常等多种状况。

“这也太清闲了吧，根本不用动
脑。”“这球合不合格是不是看工人心
情？”“这里面个个都是打羽毛球的高
手吧！”……除了不少调侃外，一些网
友也表示理解和敬佩。一个被点赞很
多的回答是：“其实，越简单重复的工
作越累人。”

受访女工们告诉记者，一直站着、
一直盯着，有时候也会感到工作枯燥，
但是在家乡务工，能挣钱养家糊口，总
体还是一件幸福的事。特别是一想到
自己参与做的羽毛球会卖到世界各
地，她们感到特别骄傲。

（新华社贵阳7月24日电）

上 班 还 能 免 费 打 球 ？
——羽毛球测试引“围观”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周宣妮

7 月 23 日下午，巴黎奥运会奥
运村在运动员入住后，第一次举行
媒体日，让记者们进入村中深入探
访，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座小型“国际
城市”内部一幅幅的精彩画面，也探
访到一些外人不知道的“小秘密”。

熊猫、袋鼠和驯鹿

进入奥运村，第一眼就看到挂
满五星红旗的中国代表团的住所，
这栋10层楼公寓位于塞纳河畔，为
中国代表团独享。除了国旗，楼的
正面还挂着中英法三种文字“加
油！中国”的横幅，其中一面横幅上
面还点缀着一只正“挥爪致意”的大
熊猫。

巧合的是，大熊猫与“奥林匹克
休战墙”隔河相对，休战墙 22日刚
刚揭幕，当时参赛的 206 个国家和
地区奥委会及难民代表团的数百名
运动员代表向世界发出呼吁——

“给和平一个机会”。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表示，这些运动员是“我们这
个时代的和平大使”。

奥运村里一共80多栋楼，每栋
楼上都挂着入住国家和地区的旗
帜，有些代表团还在楼上装饰了很
多艺术品。不过装饰动物的，除了
中国代表团，我们只发现有澳大利
亚和加拿大代表团：澳大利亚人在
楼门口放了一只袋鼠和一只鸸鹋，
加拿大代表团在楼下安置了一只红
色的木制驯鹿。

空调焦虑“可以休矣”

记者在村里遇到了中国代表团
副秘书长、广东省体育局局长崔
剑。对于很多人反复追问的空调问
题，他说村里有些房间安装了中央
空调系统，有些运动员公寓没有空
调，但巴黎的天气没有空调也很舒
服。另外建筑都比较新，有些房间
还需要经常开窗透气，根本没必要
安装空调。

“说实话，我觉得空调这些事情
作为一个话题也差不多应该结束
了，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运动员如何
尽快进入状态的问题。”崔剑说。他
还说，虽然村里的设施都很简单，但
是能够充分满足生活所需，而且环
保理念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借
鉴”。

有外国记者再次向奥运村村长
洛朗·米肖提起空调的问题，米肖
说：“所有建筑中都安装了地面冷却
系统，上周有几天气温较高，这些冷

却系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事实
上，我们现在的天气很好，我们问了
很多人，大部分人都认为根本不需
要空调。”

队员们“状态很好” 开幕
式旗手“还没确定”

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一战成
名的全红婵颇受大家关注，崔剑没
有具体谈这位来自广东的选手，只
是说：“今天上午我偶遇负责跳水队
的医生们，他们给我的消息是非常
好的，队员们身体都很正常，竞技状
态都非常好。”

对于三天后的开幕式上，谁会
成为中国队旗手的问题，崔剑说：

“我进村以后也问过代表团的领导，
目前我得到的情况是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定或者说定了我还不知道，
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邱祺缘：奥运村就像“大院”

去年世界锦标赛女子高低杠冠

军邱祺缘刚刚结束训练。第一次参
加奥运会的邱祺缘对村里的生活熟
悉又陌生，她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运动员住在不同的楼里，如同国内
的“大院”，又像是“小区”。

对于即将开始的奥运会比赛，
这位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领军人物
说：“一直都往前。”

中国代表团楼下，我们还碰到
了训练归来的三名滑板小将：14岁
的崔宸曦、19岁的曾文蕙和13岁的
朱沅铃，她们将参加女子街式的比
赛。巴黎上午下雨，她们还坚持进
行了训练。在楼门口悬挂的五星红
旗和五环标志下，三人羞涩又自信
地喊道：“中国队，加油！”

穿着红色队服的中国运动员不
时进进出出。再过四天，他们就要
先后奔向各自的赛场，而所有的对
手，其实都是村里的邻居。

不再有欢迎仪式

三年前因为疫情原因，东京

奥运会取消了欢迎各个代表团的升旗
仪式，巴黎这次延续了东京模式。没
有欢迎仪式也就没有升旗广场，巴黎
奥运村把各个代表团的旗帜放到了大
餐厅的入口。运动员就餐前，会穿过
200多面旗帜打造的“走廊”，看上去
并不乏仪式感。

村长米肖临别回答新华社记者提
问时说：“我们与国际奥委会讨论，发
现这些仪式并没有给运动员带来很大
的价值，开幕式是他们的亮点，我们更
注重这一点。”

米肖还说，现在已经有8000多人
入住奥运村，入住率已经超过一半，效
力于美职篮马刺队的法国球星文班亚
马和西班牙网球明星纳达尔也会
入住。

当记者问到未来两三周他最担
心巴黎奥运会奥运村会发生什么时，
米肖说：“我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大
家没有足够时间好好享受这个地
方。”

（新华社巴黎7月24日电）

走进奥运村 发现“小秘密”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张逸飞

7 月 23 日，巴黎奥运会组委会邀请媒体记者探访巴黎奥运村。巴黎奥运村占地约 52 公顷，位于小巴黎北部近
郊，共建成了 82 栋建筑，约 3000 套公寓。奥运会期间，这里将接待超过 14000 名运动员及工作人员，残奥会期间将
接待约9000 人。

这是当日拍摄的巴黎奥运村内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居住的公寓。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7 月 27 日，巴黎奥运会乒乓球
比赛将在南巴黎竞技场4号馆拉开
战幕，除了场馆本身是“法国造”外，

“会变色”的彩虹球台、跃动赛场的
小小银球、绿色低碳的环保地胶全
都来自“中国制造”。

“会变色”的彩虹球台

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红
双喜已第七次为奥运会提供比赛
球台。

“巴黎奥运会的球台可以说实
现了科技与浪漫的融合。”红双喜总
经理楼世和说，团队用时一年半准
备这款“会变色”的彩虹球台，不仅
优化了桌面工艺，更让球台的摩擦、
弹跳达到了最优状态。

在颜色搭配上，巴黎奥运会球
台以黑色为主调，并根据巴黎奥组
委要求，加上了粉紫色元素；在LO-

GO设计上，“PARIS 2024”与五环
标识首次采用浮雕设计，以凸显巴
黎艺术之都的气质，与此同时，为防
止球员在比赛中磕碰，立体标使用
了减锐平滑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奥运会球
台采用了自带芯片的可变灯光系
统，通过手机或遥控装置，可远程调
控灯光变化方式，呈现出彩虹的七
色。“等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开赛，观
众会有很棒的观赛体验。”楼世
和说。

通过15道检验的乒乓球

巴黎奥运会上，乒乓球比赛用
球的型号是双鱼par40+，这款球采
用高品质 ABS 材料，圆度更精准，
旋转表现更优异，采用专业赛事标
准内缝球设计，能更好形成重心，击
打更准。

这并非双鱼体育第一次与奥运
会结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乒乓
球比赛用球也来自双鱼。“对于阔别
16年之久的奥运舞台，我们准备充
分，为本届奥运用球设置了15道检
测关卡，最终，par40+不负众望，凭
借高品质材料、优异的旋转表现、精
准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精细度，顺利
通过国际乒联审批。”双鱼体育赛事
总监李玉珊说。

除了比赛用球，双鱼还为巴黎
奥运会带来了一份惊喜。李玉珊
说，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激烈扣杀，会
让乒乓球飞到远角甚至界外，过去
通常是裁判手动取出新球并抛给发
球选手，但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一传
统操作将被全新辅助设备——“裁
判发球器”取代。“这个设备同样来
自双鱼体育，它将首次亮相奥运赛
场，成为裁判员的新助手。”

中国地胶铺到乒乓球馆

除了球台和球，巴黎奥运会乒乓
球场地的地胶也来自中国——位于河
北省石家庄市的河北英利奥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

根据巴黎奥组委要求，英利奥公
司对乒乓球场地地胶进行了升级。“我
们延续了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配色，
使用可循环橡胶材料，（这些材料）具
有低碳绿色、可回收循环使用、环境友
好的优势，契合巴黎奥组委‘场馆建设
减碳、环保、可回收的高标准’的要
求。”英利奥公司研发部门负责人刘佳
佳说。

据悉，本届奥运会乒乓球赛场将
使用黑色地胶，相较此前三大赛（奥运
会、世锦赛、世界杯）风格，选手与观众
将得到全新的竞技体验和视觉感受。

（新华社巴黎7月23日电）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赛场的“中国制造”
新华社记者 岳冉冉 王安浩维 杨帆

7 月 22 日晚 10 点，天还没有
黑，往日喧嚣的巴黎圣母院周边静
悄悄的，为了准备 4天后的奥运会
开幕式，塞纳河两岸都已经封锁，放
眼望去，到处是警察。

58岁的皮埃尔和妻子像往常一
样，饭后来到河边散步，这种清静和
悠闲太难得了。

“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毕竟巴
黎上次举办奥运会是 100 年前的
事。”他开玩笑般对记者说。

皮埃尔就住在圣母院旁边的房
子里，谈起26日晚上的盛会，他说：

“我在家里就能看到开幕式。”
从 7月 18日开始，塞纳河举行

开幕式的 6 公里河段两岸全面封

锁，除了少数几座桥对行人开放外，
两岸道路完全封闭，附近居民凭证
进出。皮埃尔让记者看了他的通行
证，证件是打印出来的，上面有名字
和地址，另外有一个二维码。

一周前，塞纳河两岸还可以通
行无阻，现在 6公里的道路被截成
很多段，每段都有警察把守，每段中
间的路口也都封闭，只留少数小的
路口凭证出入。

“生活基本不受影响，附近的餐
馆仍然开放。”皮埃尔说。

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叙利桥到小
桥大约一公里的路程是一片封锁路
段，路面上停了大大小小10多辆警
车，其中几辆横在路中央。在小桥

附近的路口，有超过20名警察在执
勤。封锁区内，只有零星行人经过。

除了附近的居民，偶尔有游客
持通行证进入封锁区。记者遇到了
一位在巴塞罗那留学的中国大学
生，他与女友前几天申请了通行证，
不过申请证件并不简单。

“首先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因
为我提前买了卢浮宫的门票，我把门
票照片上传后，等了两天才收到通行
证，而我女朋友等了三天才拿到。”

来自阿根廷的桑蒂诺情况类
似。他和女朋友前来看望居住在巴
黎的朋友，这位朋友的家就在封锁
区内，两人也是等了好几天才拿到
通行证。

游客通行证有效期到26日，但26
日晚上举行开幕式的时候，他们能否
凭借通行证到河边观看表演，大家都
不清楚。皮埃尔的居民通行证有效期
到 27日，奥运会开幕式后第二天，巴
黎圣母院附近就开放了。

10点半，天色暗下来，封锁区内更
是陷入寂静，与几天前相比，河岸上的
观众席已经安装得整整齐齐，最上面
还挂上了奥运会的标志。在交易桥和
圣母院桥之间 100多米的河岸旁，还
安装了 10个大音箱。在圣母院上游
托内尔桥旁的观众席前面，6个大屏幕
在闪烁。托内尔桥是开幕式船队出发
后经过的第二座桥，桥上也安装了观
众席。

7月 22日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
克龙在视察巴黎奥运村后说：“巴黎已
经为奥运会做好了准备。”从塞纳河岸
来看，巴黎的确准备好了。

（新华社巴黎7月23日电）

“ 在 家 里 就 能 看 到 开 幕 式 ”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