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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2月7日
將在俄羅斯索契拉開帷幕。應俄羅斯聯
邦總統普京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
席開幕式。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出
現在境外舉行的大型體育賽事，體現了
中俄雙方在彼此關切的重大問題上的相

互支持和戰略合作，體現了中國對國際奧林
匹克運動的重視和支持。
2008年北京奧運會給世界留下精彩的回憶，北京奧

運會的寶貴精神財富在13億人心中生根發芽。2013年
北京和張家口提出聯合申辦2022年第24屆冬季奧運會，
如果申辦成功，北京將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同時舉辦過夏季
奧運會和冬季奧運會的城市，北京奧運會的遺產將再次得
到充分利用。

奧林匹克夢想帶來希望和力量
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主任趙英剛說，申辦冬奧會對於

我國冬季項目的發展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於群眾普及和競技水平
的提高都將是巨大推動，無疑將擴大冬奧會在中國的影響。奧
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生生不息，奧林匹克夢想給人們帶來希望和

力量。
1月26日，參加索契冬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北京誕生。而就在代表

團成立前不久，兩屆冬
奧會金牌得主、短道速
滑名將王濛在實戰訓練
中意外受傷，無緣索
契。中國代表團副團
長、國家體育總局副局
長肖天表示，王濛不參
賽肯定會對中國代表團
造成重大打擊，但「不
能為了拿獎牌而不顧運
動員的健康」。
無論是李娜，還是姚明，都沒有獲得過奧運會金牌，但他們卻是向世

界展示中國體育的優秀代表。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甩掉貧窮落後帽
子的中國早已不需要金牌為自己正名。
此次出征索契，中國體育代表團由139人組成。這顯示出，在中國由
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的進程中，冬季運動的普及和發展、冬奧會和夏
奧會的協調參與是必然的趨勢。
在2014年的盛夏，奧林匹克的聖火又將在中國點燃。第2屆青年奧林
匹克運動會將於8月16日至28日在南京舉行。
2014年，從容、自信的中國將在索契冬奧會、南京青奧會上展示中國

競技體育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傳遞中國的文明與進步，傳遞
中國促進世界和諧發展、共同繁榮的堅定決心。

冬奧冬奧 青奧青奧展示競技體育力量展示競技體育力量

新華社北京28日電 溫暖與希望——這

是2014年新年伊始，中國體壇湧現的一連

串亮點帶給人們的感受。在過去短短兩周

的時間裡，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有決意告

別過去、深化改革的中國足球；有頑強

拚搏、再奪大滿貫的李娜；還有展現

中國力量、即將奔赴索契的冰雪健

兒……正好為馬年開創一個萬馬奔

騰的「2014」，寄託所有關心中

國體育的人們以光榮與夢想。

李娜李娜奪澳網奪澳網贏贏「「開門紅開門紅」」
1月25日，31歲的李娜繼2011年法網登頂後再
次奪得4大滿貫賽冠軍，這也是亞洲人首度奪得澳網
單打冠軍。2014年，中國體育贏得「開門紅」。
美聯社在有關報道中說，「李娜沒有讓觀看決賽的球迷們

失望，她在賽後接受採訪時的幽默發言和靈機一動的玩笑在
墨爾本公園受到了廣泛的好評。」法新社甚至播發了一條羅
列李娜在澳網期間的幽默問答。

中國走上世界舞台的「名片」
「娜式」旋風再度颳起，自然讓人們聯想起當年馳騁美國

NBA賽場上的姚明。他們同樣具有頑強的毅力和精湛的球
技，同樣具有在賽場內外所表現出的幽默詼諧、睿智自
信的形象，從而成為中國走上世界舞台的「名片」。

成都體育學院教授郝勤認為，從表面上說，李
娜、姚明等優秀運動員在西方體育強國長期
佔優勢的主流職業運動項目中取得巨大

成功，從而備受關注。但從深層
次看，中國經濟社會發

展 與 轉

型 ， 帶
動了職業體
育的異軍突起，
切合了人民群眾對體
育文化的需求，目前在許
多項目上都出現了「井噴」現
象。
以中超、CBA為代表的職業體育，有
如永不謝幕的「大片」吸引着成千上萬的球
迷；「瘋子」郭川放棄優厚待遇轉而面朝大海，
成為第一個完成單人不間斷環球航行的中國人；昔日
在礦山打工的熊朝忠，懷揣追求美好生活的夢想而成為世
界職業拳王……他們都是中國體育的驕傲，也是深化體育改
革的受益者。

足代會釋出深化改革信號足代會釋出深化改革信號
在為李娜延長職業生涯巔峰而欣喜的同時，人們也會發

出李娜之後的中國網球將會怎樣的疑問。在姚明看來，要
依靠深化體育改革，建立符合運動項目規律和市場要求的
體制機制，「把平台辦好了，一定會有更多優秀運動員冒
出來。」

國足踏上改革「不歸路」
正是基於這種共識，1月21日召開的中國足協會員大會
(足代會)格外令人關注，這不僅僅是中斷10年的1次換屆

大會，更重要的是它釋放出的深化改革的信
號。

蔡振華在就任新一屆中國足
協主席後的首次發言中，

既有對廣州恒大為
代表的職業足

球 的 稱
讚，也

有對中國足球成績全面下滑的反思，更表達了踏上改革
「不歸路」的「決心、信心和恒心」。
經驗與教訓、問題與矛盾，在新一屆足協大會上逐一觸
及，得到深刻總結，大會並沒有提出世界盃出線的目標，
但卻進一步明確了「管辦分離」的改革，重點強調了協會
管理科學化、制度化、實體化要取得較大進展；整合體
育、教育和社會資源，加強校園足球和俱樂部梯隊建
設……
體育改革必須要有系統性、連續性，持之以恒。關鍵體

育價值研究院院長張慶說，如果沒有正確的改革方向，無
論是李娜的成功，還是恒大的勝利，都不可能長久。
立足現實，着眼長遠，不僅體現在新一屆中國足協通過

的各項決議上，也同樣體現在新一屆足協領導班子的配備
上，教育部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司司長王登峰當選足協副
主席，就令人關注。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進入足協高
層，這在以往是沒有過的。
足球要從娃娃抓起，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

平早年便提出來的要求。但在從娃娃抓起的道路選擇上，
30多年來曲折不斷。
走傳統專業體校的老路已被實踐證明沒有出路。被國際
經驗證明有效的校園足球，目前已在全國49個國家級佈局
城市、82個省級佈局城市的5千多所學校展開，成效初
現。
打好基礎，凝聚信心，重新起航。中國足協副主席魏吉祥
說，2014年的足協會員大會為中國足球創造了復甦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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