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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步入西安文创设计产业联盟展区，十二生肖主题的兵马俑手办、

以大雁塔为原型创作的“塔宝”背包、西安美食打卡手账本等各种结合

西安特色的文创产品，从多角度阐释当地文化意涵，丰富当地旅游价值。

在系列背包、盲盒、玩具旁，塔宝品牌主理人邹晨向记者介绍起

一副塔宝主题卡牌。在每一张牌上，都写着一条有关西安人文、非遗、

民俗或美食的小知识。“我们在五一期间为游客免费发放了 2万副

卡牌，希望让塔宝作为民间宣传大使为西安文化发声，让它成为代表

西安文化内涵的 IP形象，而不只是一个伴手礼。”邹晨说。

从销售伴手礼、潮玩到打造文化 IP，文创设计的思路升级为旅游

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文化动力。“当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创 IP火起来后，

能吸引更多人想来旅游。”西安文创设计产业联盟运营人员周婧说，

“最近以西安肉夹馍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绒馍馍非常热门，很多朋友关

注到这个产品后都想来西安看一看，尝一尝肉夹馍。”

“随着文旅融合进一步深化，一批展示地方美食、美景、非遗历史

的优秀内容正在为各地旅游业带来新的增长点。同时文旅融合不断

赋能城市更新，打造了主客共创共享的城市空间。”赵岑说。

（新华社西安8月11日电）

□ 记者 张璐 实习记者 杨小妹

第 16 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

恰逢巴黎奥运会火热进行中，全民参与

体育运动的热情高涨，许多青少年纷纷

走进体育场馆体验滑板、霹雳舞、攀岩、

小轮车等“小众”运动。

8月7日，记者来到位于曲江新区的

一家攀岩馆，场馆内人气爆棚，许多青少

年穿戴好装备，排队等待攀岩。“以前都

是随到随玩，最近客流量翻倍，顾客需要

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一位工作人员

说，攀岩对核心力量要求非常高，学习攀

岩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和手脚协

调能力，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

相较于广泛流行的跑步、游泳、羽毛

球、篮球等体育运动，攀岩、滑板、霹雳舞、

小轮车等显得有些“小众”。省政协委员、

榆林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赵师栓说，所

谓“小众”是相对的，比如今年奥运会新增

的几个项目，在很多国家都深受青少年喜

爱，只不过因地域、文化等差异，它们在全

球范围内的认知度和普及程度有所不同。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小轮车进入公众

视野；2020年东京奥运会，滑板、冲浪、竞技

攀岩、三人篮球、自由式小轮车正式入奥；

今年巴黎奥运会新增霹雳舞项目……

对于越来越多的“小众”运动跻身奥运会，

赵师栓认为，相较于传统竞技项目，攀岩、

霹雳舞、滑板这类运动趣味性更足，更能

引起青少年对“潮运动”的兴趣，可以

有效防止奥运会陷入“老龄化”困境。

霹雳舞正式入选巴黎奥运会后，17岁

的小曲发现身边朋友陆续“晒”出跳舞

视频，酷炫让他有了学习霹雳舞的念头。

“以前我觉得霹雳舞小众又专业，离

我很遥远。但现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

俱乐部和工作室开设了霹雳舞课程，让

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也能轻松入门。”7月

29日，小曲来到西安市跳动全城舞蹈培

训机构开始热身准备上课。

记者了解到，跳动全城舞蹈在全省

开有9家分店，学员人数超6000人，课程有

Jazz、Breaking、Hiphop、Kpop等10多种舞

蹈。编舞老师李乐莎介绍，随着奥运会

热持续升温，许多家长也逐渐转变观念，

鼓励孩子们尝试多样化的体育运动。

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的一家极限

运动训练馆，开设有滑板、小轮车课程。

该店教练也说，暑假期间，馆里根据不同

年龄、不同基础的青少年开设了兴趣班，

已有不少家长前来预约体验课程。

8月7日，记者在采访时碰到一位陪

孩子上小轮车课的家长，她说：“看到

咱们中国队的小选手在奥运会表现得

那么出色，我娃特别开心，说要继续学习，

以后也要参加比赛。”

“通过奥运会全球性平台，孩子们

感受到了体育运动的魅力。”赵师栓说，

“正如今年站上奥运舞台的 14 岁小将

崔宸曦和夺得首金的17岁少女黄雨婷，

她们都是普通中学生，却在奥运赛场

展示了中国青少年运动员的风采。这些

鲜活的事例告诉大家，我们身边的每一

个人都有可能参与奥运。”

8月4日，记者在西安市新城区民乐

园街头梦想滑板俱乐部看到，7岁的恒恒

全副武装脚踩滑板，反复练习着 Ollie。
“Ollie 是滑板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跳 跃动作之一，想要完全掌握很难。

恒恒练习滑板近半年了，虽然经常跌倒，

却从来没说过要放弃。”教练王雨十分

看好这员“猛将”。

自从学了滑板，恒恒改掉了娇气的

毛病。“滑板特别好玩，我每次成功做到

一个动作就特别有成就感，想赶紧学

下一个动作。”提到滑板，恒恒很兴奋。

恒恒妈妈说，孩子在学校每周虽有

体育课，可都是最基础的跑步、跳远等，

孩子兴趣不高，所以在课外就给他报了

滑板兴趣班。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上了那么多体

育课，实际能掌握一项运动的有多少？

答案是少之又少。”赵师栓认为，学校在

课程设置上，应根据年龄、兴趣、运动基

础的不同来安排教学内容，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增加滑板、霹雳舞这

种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潮运动”，让体育

教学更多元化，这样才能养成孩子们

终身爱运动的好习惯。

奥运让“潮运动”人气更旺

标记中国新高度
□ 新华社记者 余孝忠

李丽 王恒志

10日，国乒女团兵不血刃拿下奥运

五连冠，为“王者之师”在巴黎实现包揽，

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落夏季奥运会第

300金。

回望1984年许海峰射落奥运第一金，

40 年 跨 越 ，300 金 闪 耀 ，折 射 着 一 代

又一代奥运健儿的拼搏和汗水，见证着

中国竞技体育不断勇攀高峰的历程，

更成为中国社会飞速发展进步的一段

生动写照。

300 金 ，代表 着中 国体育 的重 要

里程碑。

1984年在洛杉矶，许海峰写下“中国

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女排击败美国队

夺冠，成就“三连冠”伟业。新中国在

首 次大规模奥运征程中收获金牌榜

第四名。

2004 年在雅典，刘翔为中国赢得

首枚男子田径奥运金牌；乒乓球女单

冠军张怡宁为中国队迎来夏奥第100金。

代表团以32金首次跃居金牌榜第二。

2012年在伦敦，孙杨拿下中国男子

游泳奥运首金；19 岁的陈若琳获女子

10 米 跳 台 冠 军 ，为 中 国 队 夺 得 夏 奥

第 200金。代表团以39金创境外参赛成

绩新高。

2024 年的巴黎，“突破”来得更多

更猛。游泳、网球、花样游泳、艺术体操、

女 子 拳 击 、速 度 攀 岩 等 项 目 均 创 造

历史……金牌总数有望超越伦敦。

40年间，中国队金牌构成由以往的

乒羽、跳水、举重、体操等传统项目包打

天下，到如今项目分布更加均 衡，本

届既在游泳、网球等国际主流大项上

实现突破，又在小轮车、霹雳舞、攀岩等

新兴“小众”项目中后来居上，体育大国

正向着体育强国昂首阔步。

300 金，见证着中国对奥林匹克的

新贡献。

中国艺体、花游队以充满传统韵味

的动作编排征服观众和裁判，拿下奥运

首金，让东方美绽放巴黎，助国潮风吹进

奥运，东西方文化在交汇融合中产生奇

妙的化学反应。三个月前的上海，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上

与诸多年轻观众一起“嗨”，称赞上海滩

的创意，让想象中的奥运会又近了一步。

40年间，中国为奥林匹克事业不断

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积极参与者

成长为推动和引领者。2008年北京夏奥

会，以一场惊艳世界的盛大开幕式亮相，

以中国队首次登顶金牌榜谢幕，留下一

段“无与伦比”的佳话。2022年北京冬奥

会，更是用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现

象级盛会，为奥运树立了“新标杆”。

300金，折射着新一代中国运动员的

新风貌。

40年前，许海峰用氧化得“长了毛”

的子弹参赛，眼馋欧美强队的优良装备；

40年后，国乒、跳水等中国“梦之队”，以

先进完善的训练保障成为诸多外国选手

羡慕的对象，以“水花消失术”等精湛技

艺收获不少国际“迷弟”“迷妹”。国运托

举着中国体育不断追求卓越，时代给予

了“00后”新一代平视世界、自信飞扬的

心态，塑造了“小孩哥”“小孩姐”们不内

耗、不紧绷、敢打敢拼、大方洒脱的姿态。

但40年间，始终有些精神一脉相承。

“四朝元老”徐嘉余与队友携手冲破

美国队 40年垄断，拿下男子游泳 4×100
混接后说：“克服一切困难，这是刻在

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奥运新兵郑钦文

连续苦战、拼尽全力后称：“我很累，但我

可以再为我的国家战斗三个小时。”为国

争光、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优良传统和

精神面貌一以贯之，仍在奏响时代最强

音，激励当代中国人。

300金，标记着中国发展新高度。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

要体现。中国体育的进阶，一直与国家

民族发展同频共振。

中国体育的奥运征程，与改革开放

几乎同步开启。1984年奥运金牌“零突

破”之时，各行各业正以振兴中华的豪情

壮志，投身改革开放大潮。40年间，中国

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争金夺银，中国经

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也不断攀升。如今，

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长

期稳固在夏奥金牌榜前三名。

从1金到100金，用了20年。从100金

到300金，也只用了20年。陡然的提速，

对应着中国发展的加速度；辉煌的成绩，

标记着中国步入全面小康社会、推动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高度。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

积贫积弱的中国写下《少年中国说》，留

下“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

雄于地球”的无限期许。

今日之巴黎，以“00后”为主的中华

健儿正如红日初升、鹰隼试翼，其风华

正茂、勇敢追梦的背后，是民族昌盛、

国家富强的底气。

1932年，刘长春孤身一人出征第十届

奥运会，彼时报纸刊文：“我中华健儿，

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

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

远离这般苦难！”

正值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405 名

奥运健儿们在第33届奥运会上，以诸多

“第一次”挑战不可能；亿万国人也以

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在各领域不断

创新，取得新突破、跃上新起点。“天宫”

探月、“蛟龙”下海、“北斗”指路、“天眼”

寻星、C919上天……新时代以来，各行

各业都在不同方位上立下中国新坐标，

带给世界新认知。

三百枚奥运“金”，四十年攀登路。

300金，如历史的截屏，每一帧都定

格着个体和集体的荣耀，随时光流转，

映射出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辉煌

画卷，标记着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

清晰刻度。

（新华社巴黎8月11日电）

滑板爱好者在街头梦想滑板俱乐部举办的滑板交流活动上“炫技” 记者 张璐 摄

300金，

新华社巴黎8月10日电 （记者 陈俊侠 周欣）中国“姐妹花”

王柳懿/王芊懿 10日获得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比赛冠军，此前

中国队还赢得集体项目金牌，花游两个项目均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我们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但是最终大家都扛下来了，这是

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国几代花游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回顾

中国花游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惊艳表现时，国家队主教练张晓欢如此

总结。

她感慨地说：“我们练得很苦，这三年姑娘们经历了从旧规则到

新规则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她们这一代运动员来讲，她们既伟大

又特别不容易。”

对于花游队的巴黎之行，除了“努力”，张晓欢还特别提到了

“幸运”。“我们幸运的是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有国家体育总局、游泳

中心、各地方体育局还有其他项目兄弟队伍给予的支持，我们很

幸运。”直到队伍临出发前两周，姑娘们还在接受跳水队教练的点拨，

努力提高托举后的空中翻腾动作。

张晓欢认为，中国花游的成功还归功于“站在前辈的肩膀上”：

“我们是站在东京奥运会两块银牌的起点上，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张晓欢表示，中国队在比赛中坚持使用中国元素也是取得突破的

重要原因之一，比如采用武术咏春拳的动作、搭建中国甲骨文“山”字

造型，精心设计的泳衣、配合每套动作主题的妆容等，都受到了裁判和

观众的认可。

“作为非英语母语国家，中国能够在欧美垄断多年的这个艺术类

项目中取得突破，能够在艺术上得到世界的认可，这是非常不容易

的。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坚定地走这条路，展示出更多有中国文化元

素、体现中国文化自信的东西。”

在创造历史之后，张晓欢认为“前路布满荆棘”。她说，花样游泳

新规则自从2023年正式启动以来，一直在不断变化，奥运会结束后在

新的周期又会推出新的变化。“不管规则怎么变，我们还是要像之前那

样一点点地学，抠细节，跟着新规则走，积极参赛向对手学习。”

□ 新华社记者 李嘉 乔本孝 张薇

中国跳水队在巴黎奥运会以完美表现收官，实现首次包揽奥运

8金的壮举。

“梦之队”一直纵横国际赛场，但此前从未在奥运会上达到完美，

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中国队都是夺得8枚金牌中的7枚，差一点

圆满。

跳水项目开赛后，中国队顺利拿下7金，能否得偿所愿，就看10日

的男子10米台决赛。最终老将曹缘顶住压力，勇夺金牌，将最后一块

拼图完美嵌入。略有遗憾的是，原本和曹缘作为“双保险”的杨昊在决

赛中发挥失常，无缘奖牌。不过，杨昊在本届奥运会与练俊杰搭档夺

得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3年前在东京，丢掉的正是这块金牌。

男子三米板项目上，卫冕冠军谢思埸上演“王者归来”，战胜王宗源

夺得金牌。王宗源则是和龙道一搭档，赢得了双人三米板金牌，当时

的比赛过程惊心动魄，中国组合一度落后，但王宗源沉稳冷静，带领

龙道一扭转了局面。

女子项目上中国跳水队的统治力难以撼动，全红婵和陈芋汐这对

女子 10米台“双子星”不负众望，包揽单人项目金银牌。全红婵在东

京奥运会一鸣惊人后，经历了颇为辛苦的三年，终于成功卫冕。姐妹

俩还搭档获得双人10米台冠军。

女子三米板项目“梦之队”达成 10连冠，陈艺文在昌雅妮首轮失

误的情况下，稳住心神，放手一搏顺利夺冠。昌雅妮在第一跳排在末

位后，奋力追赶，收获一枚铜牌。陈艺文和昌雅妮被称为“温文尔雅”

组合，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进账的首金，就是两人夺得的双人

三米板冠军。

中国跳水虽然独步江湖，但从本届奥运会看，对手也在不断进步，

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朝鲜等队伍中都不乏高手。

澳大利亚名将基尼是中国队的老对手，她和陈艺文、昌雅妮是

好朋友，能够完成难度系数3.4的动作，这次夺得了女子三米板亚军；

墨西哥的奥斯马尔是男子三米板季军，他和搭档塞拉亚·埃尔南德斯

在男双三米板上差点战胜王宗源和龙道一，获得亚军的他们只比中国

组合少2.07分；日本小将玉井陆斗获得男子10米台亚军，决赛中一度

超过曹缘排名榜首，最后一跳更是取得了 99 分的高分，实力不容

小觑；朝鲜选手金姬燕是女子 10米台季军，她还和赵珍美为朝鲜队

夺得女子双人10米台的银牌。

比赛之外，“梦之队”和国外选手之间的暖心互动也诠释着奥林

匹克精神，全红婵和英国选手斯彭多利尼-西里埃是好闺蜜，斯彭

多利尼-西里埃在中国记者面前频频夸奖全红婵“技术好人也好”。

陈艺文、昌雅妮和基尼在赛后紧紧拥抱，三人还一起设计了颁奖仪式

上的特殊动作为陈艺文庆祝夺冠。

“我觉得她俩就像我的姐妹一样。我们之间有积极的竞争关系，

朋友们同台竞技，也更有趣。能和她们分享（颁奖）时刻，我感到非常

幸运。”基尼说。

彼此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拼搏、增进友谊，这正是奥林匹克精神

的最好体现。巴黎奥运会跳水比赛落下帷幕，对首次实现包揽伟业的

“梦之队”来说，走下领奖台的一刻又是新的开始。

（新华社巴黎8月11日电）

“梦之队”再创历史
中国跳水包揽八金

——中国花游教练谈历史性突破

流血、流汗、流泪

8月10日，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中）和获奖选手在领奖台上合影。

当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团金牌赛中，中国队3比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