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贵阳 7 月 28 日电 （记者 骆飞
李凡）28 日下午，在贵州省毕节市体育运动学校，

谢 瑜 曾 经 的 教 练 、学 弟 学 妹 们 早 早 地 等 候 在

大屏幕前，可容纳近 500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 ，

大 家 手 持五星红旗，屏气凝神，紧紧盯着大屏

幕。坐在第一排的彭新志双手攥紧拳头，作为

谢瑜曾经在体校射击队的主管教练，他既紧张

又兴奋。

最终，谢瑜顶住压力，以 240.9环的成绩夺得男

子10米气手枪冠军，为中国队夺得本届奥运会第三

枚金牌。

热 烈 的 掌 声 和 欢 呼 声 瞬 间 响 起 。 彭 新 志

再 也抑制不住情绪，激动地流下眼泪，哽咽着

说：“他能走到这一步，真的很不容易。他能代表

家乡毕节、代表中国征战奥运会，我们非常为他

骄傲、自豪。”

24岁的谢瑜是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人，14岁进

入毕节市体育运动学校学习。在校期间，谢瑜进入

了射击队，并在男子手枪训练中表现出较高的天

赋。2015年，谢瑜参加贵州省射击锦标赛，先后获

得男子少年组10米气手枪、50米手枪慢射两个项目

金牌。

回忆起谢瑜当年训练的情况，彭新志记忆犹新：

“同一批孩子中，谢瑜不仅天赋高，而且也很努力。”

彭新志说，没想到在学校才进行一年的射击训练，他

就获得了省级比赛两块金牌。

在毕节体校的两年多时间里，谢瑜在无数次举

枪、瞄准、击发的训练中，不断克服一人、一枪、一靶

的枯燥乏味。“射击比赛对精细控制能力要求很高，

哪怕一个呼吸没调整好都可能影响发挥，谢瑜一路

走来十分不容易。”彭新志说，

彭新志说：“这些年，谢瑜在国家的培养下成长

很快，不管是竞技技术，还是稳定性、专注力等都得

到了很大提升。”

谢瑜夺得奥运会冠军，一直守在电视机前的父

亲谢洪灿发自内心地为他骄傲。“我十分紧张，尤其

是儿子在比赛前期稍微落后的情况下，最终顶住压

力拿到了冠军，特别自豪。”谢洪灿说，希望他在接下

来的比赛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在首金的投影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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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7月27日电 （记者 潘志伟 乐文婉）巴黎奥

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中国跳水运动员昌雅妮与陈艺文在深呼

吸后，高举双臂，起跳、翻腾、入水。同一时刻，8000余公里外的

湖北省奥体中心沸腾起来。

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比赛27日进行，昌雅妮与

搭档陈艺文以五跳全部第一的成绩稳居榜首，为中国跳水“梦

之队”拿下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宝贝、宝贝，恭喜你！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升国旗的时候

一定要大声把国歌唱出来啊！”看完最后一跳，昌雅妮的父亲

昌先圣迫不及待拿出手机，给女儿发送了这条语音。

昌先圣的眼眶微微湿润，因为激动，他的手也有些颤抖。

随后，他又给昌雅妮发去一个金额为 188元的红包。“每次女儿

比赛，我都会给她发一个 188元的红包，这个数字代表着‘我是

爸爸，我爱你’。”他说。

22岁的昌雅妮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这里曾走出李小双、

李大双、杨威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被亚洲体操联合会授予

“亚洲体操之乡”的荣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仙桃累计向国家培

养和输送近200名高水平运动员。

昌雅妮最早接触的运动也是体操。她的体操启蒙教练

刘芬现在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昌雅妮的场景。“她扎着

羊角辫，很可爱，对体操房很好奇，什么都想碰一碰。为了让她

放得开，我就让她自己随心触碰器械。”刘芬回忆道。

经过一年体操训练后，昌雅妮四肢越发修长，身体的弹跳

能力和协调性也越发突出，空中姿态优美。“我就问她愿不愿意

尝试跳水，并给她推荐了跳水教练，希望她继续加强核心力

量。”刘芬说。就这样，2008年，昌雅妮开始改练跳水。

巴黎奥运会周期，昌雅妮搭档陈艺文从前辈施廷懋/王涵手

中接过接力棒，在女双三米板项目上一往无前，包揽该项目

2022年、2023年、2024年世锦赛冠军。

27日，刘芬专程从仙桃赶到武汉，和昌雅妮的亲友团一同

观赛。比赛期间，刘芬嘴角始终带着微笑。“前天我和雅妮联

系时，她说自己准备很充分，所以我也因为充满信心而比较淡

定。我相信她们一定能成功夺冠。”刘芬说，“这场‘开门红’也

为跳水队后面的比赛开了个好头，希望大家都能发挥出正常

水平。”

“接下来，她还有单人比赛，希望雅妮再接再厉。等她

回家后，我会带她去吃她最喜欢的鳝鱼粉、牛肉面、苕面窝。”

昌先圣说。

新华社巴黎7月28日电 （记者 王浩明 赵紫羽 钟焯）
27日，陈艺文和昌雅妮搭档出战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稳

稳摘下中国军团在巴黎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赛后，陈艺文一

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短视频平台“火了”。

赛后接受采访时，面对镜头，她用英语说：“说实话，我松了

一口气，前两天我们真是超级紧张，昨天晚上也是一样。我们

现在都有点说不出话来，真的超级紧张，我的腿发抖得厉害，

我们冷静了下来，我们做到了，这真的不可思议。”

陈艺文的英文流利，更让人惊讶的是，表达非常自如，就像

是和一位老朋友聊天。这也帮助陈艺文和昌雅妮不仅在奥运

赛场收获了金牌，还收获了跨国友谊。27日赛后，获得银牌的

美国选手培根和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超爱她们，她们

太有意思了，陈艺文的英语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

昌雅妮是我见过最好的、最甜的女孩之一。”

看了赛后采访视频的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我们的运动员

真是越来越国际范了！”还有人感叹：“她的英语感觉比我一个

专八的还要好！”

事实上，这位25岁的姑娘可是精通三种口语。夺冠后，她

还接受了普通话和粤语采访，无缝切换，轻松自如。

陈艺文出生在海南海口，在广东长大，因此粤语自然是不

在话下，但英语为什么又能这么好呢？

陈艺文的妈妈孙铭茵说，大概十四五岁时一次出国比赛，

让女儿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

“那时候她还小，出国了，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懂英文，就叫

她的姐姐把学习的英语书寄给她，她自己学，然后每天晚上看

那些英文电视剧。”孙铭茵说，“我们知道她在学英语，但都不知

道她英语这么棒。是看到她讲英文的视频，一下子把我们吓到

了，我女儿怎么英语这么棒？我都不知道！”

□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沈楠 王梦

首金，沉甸甸的首金。

1984 年，许海峰弹无虚发，为中国实现奥运

金 牌“零”的突破。 40 年后，黄 雨 婷 和 盛 李 豪

这两名未满 20岁的小将，在巴黎奥运赛场展现高超

技艺与从容姿态，用又一枚奥运首金传承荣光。

首金，金灿灿的首金。

对于这枚象征着“第一”与“启航”的金牌，我们

曾执着、曾遗憾，曾热捧、曾失落。到如今，我们面对

它，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豁达的心态——胜固

可喜，败亦英雄。

首金如一条丝线，串起中国体育悠悠 40 载。

流动的时光印记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奋进与

悲喜；他们的故事汇于此刻，共同成为时代进步

的历史见证。

创造历史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站在洛杉矶奥运会的

射击场，背后是“零”。

这是那届奥运会最早开始的比赛之一，也是

新中国体育健儿有机会又有能力竞争奥运奖牌的

第一场比赛。

曾被中国人认为遥不可及的奥运金牌，悬在了

伸手可及的前方。

这一枪，能否击碎阴霾，为梦想破冰，为中国

打开一片新天地？

许海峰做到了，他以 566环的成绩，力压对手

1环，夺得冠军。

“零”，就此改写！

40年来，许海峰一次又一次应邀向人们讲述拿

奥运首金时的场景：当时用的不是电子靶，打完之后

需要查验靶纸才能确定最终成绩；颁奖仪式被推迟

了40分钟，因为组委会没有想到颁奖时会升起两面

五星红旗，因此需要紧急用直升机从其他赛场运

过来。他也没有预料到这块金牌的影响力，洛杉矶

华侨的轮番庆祝，归国后受到的热烈欢迎，都让他

受宠若惊。

突破的背后，是艰苦的条件。许海峰回忆，那个

年头，整个安徽省队只有两支进口枪，谁去比赛谁才

能用。进口子弹也是稀缺资源。参加1984年奥运会

的时候，他用的是 1975 年进口来的子弹。弹头

放久了氧化，长了一层白毛，比赛前还得用油布

把子弹擦干净。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许海峰，在训练和比赛之余

喜欢去逛超市，兜里就揣了 30 美元，什么都不敢

买。看着洛杉矶的高楼大厦、路上的车水马龙，他感

慨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确实高。

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在并不充裕的物质条件

下起步，以许海峰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运动员，大都

有着克服艰苦条件训练比赛的经历。就是在这样的

条件下，体育健儿们斗志昂扬，屡屡突破。1979年，

体育界率先喊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引起各行各

业巨大反响。两年后在日本大阪，女排姑娘以全胜

战绩夺得世界杯冠军，开启五连冠伟业；洛杉矶奥运

会上，在许海峰之后，曾国强、李宁、栾菊杰、周继红

和女排等个人和集体，也纷纷拿下金牌。

那个年代，全体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要向世界

证明“我行”。体育以其独有的魅力和凝心聚气的强

大感召力，成为振奋人心的“排头兵”。

体育让我们融入世界，也让世界看到我们。

奋力追逐

从1988年首尔（汉城）奥运会开始，一直到2020
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成为奥运首金的固定

项目。随着中国枪手在这个项目上逐步达到世界

顶尖水平，奥运首金，再度进入了中国队的射程范围。

然而，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项目上拿到特定颜

色的奖牌，本身就是一项极致挑战，尤其是在追求极

致精准的气步枪项目上。

2000年奥运会前，人们把对首金的热望寄托在

有“天才少女”之称的赵颖慧身上。那个年代，电视

已经普及，人们对奥运会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对首

金的期待，客观上也给队员带来了压力。不到 19
岁的赵颖慧最终止步奥运会的资格赛。

2004 年，赵颖慧第二次出征奥运，以第四名

的成绩与奖牌擦肩而过。而 初出茅庐的杜丽，

横 空 出 世 夺 得 冠 军，令中国代表团时隔 20 年

再度触摸到奥运首金。

作为“80后”，杜丽已吃穿不愁，但在射击训练

上，她也经历过苦日子。步枪运动员要穿着皮服，

但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她只有支撑性聊胜于无的

旧皮衣，没有裤子。手套是全队用了十几年的，

靶子是队里自己焊的，子弹每周只能打五发。后来

到了省队、国家队，条件逐步改善，但新皮服她也

常常舍不得穿。

雅典夺金之后，她几乎拿遍了所有大赛冠军。

然而，2008 年主场作战，被寄予厚望的她在首金

争夺战中名列第五。

那时的杜丽，带着深切的遗憾甚至自责开始副

项50米步枪三姿的赛前训练。短短几天，她收到很

多人亲笔书写的卡片，上面都是祝福和安慰。

在宽容与鼓励中，她重整旗鼓，五天后，副项问

鼎，逆境重生。“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更看重杜丽这

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时任中国体育代表

团副团长崔大林说。

四年后在伦敦，又一位奥运“新人”易思玲勇夺

首金。又过了四年，杜丽和易思玲在里约奥运会首

金争夺中分获银牌和铜牌。到了2021年，“00后”杨

倩最后一枪逆转夺冠，写下首金传奇的第四页。

从悉尼到东京，中国女枪手留下了太多悲喜瞬

间，但笑与泪，不再唯独映衬着成与败，而更多凝结

着她们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收获的人生况味。大众

对于奥运金牌的认知，也更加接近体育的本质：赢

了，欢呼；输了，鼓励。

自 1984 年之后，中国体育也完成了诸多“第

一”：第一次举办亚运会、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第一次

位列奥运金牌榜第一、第一次设立全民健身日。这

些第一，凝聚着中国体育人不懈的拼搏与奋进，也印

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文明的显著进

步、民族自信的巨大提升。

淡定接棒

巴黎奥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取代女子气

步枪，首次成为首金项目，这成就了黄雨婷和盛李豪

共同的荣耀。两人都是年少成名；得益于越来越完

善的选拔制度，他们早早被发现、培养。

“00后”的运动员们不用再担心训练子弹够不

够、皮服有没有、冬训会不会生冻疮。在世界一流的

训练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枪手，没有一丝松懈，在

比赛难度越来越大的今天，整体成绩仍然在持续逼

近极限。

不止于此。

黄雨婷马上就是一名高三学生了；训练之余，她

会抱着书本认真做功课。受益于体教融合，越来越

多的射击运动员有了上大学的机会。盛李豪看上去

酷酷的，但也会在国际赛场上用英语跟外国选手交

流；看到自己喜欢的电竞选手，还会克服“社恐”追个

星。他们充满小趣味的网名和头像，更让冷面枪手

秒回寻常少年模样。

许海峰进国家队的年代，还没有电脑；杜丽进国

家队的年代，还没用智能手机；黄雨婷和盛李豪这一

代运动员，已经想象不到离开手机的生活了。在休

息日，盛李豪会打打游戏，黄雨婷会逛逛街；射击是

职业，但生活不只有射击。

首金赛后，两名小将淡定回应，这是自然而然的

结果。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王炼则激动落泪。对于射击队这 40年，他感慨地

说，首金是追求，拿到了当然高兴，但现在人们对首

金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中国射击运动员今天这样的自信和豁达，也是

新时代带给他们的。有些国家，训练水平一点不比

我们差，但他们就是压力大，因为真的是要靠一块金

牌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王炼说，“我们国

家已经走过那个时代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责

任，我们现在的运动员肯定还有不足，但绝对不缺自

信和阳光。”

40年时光流转，金牌、奥运、体育这些词汇，一

方面更为丰富，一方面更为纯粹。在新时代，中国成

功举办了冬奥会、青奥会、亚运会、大运会等大赛，带

动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体育

文化欣欣向荣，体育事业迎来全新局面。

许海峰当年羡慕的超市、汽车，已经成为中国百

姓的日常。杜丽当年舍不得穿的射击皮服，已经成

为队员标配。从杨倩的美甲到黄雨婷的发卡，人们

不仅关注运动员的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还更乐

于看到他们在赛场上展示自己、表达个性。

新的时代，奥运首金，不断会有新的故事、新的

表达。

（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

昌雅妮父亲的专属红包

妈妈都被吓到了！
陈艺文的英语为啥这么好？

7月27日，在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

选手昌雅妮/陈艺文夺得金牌。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7月27日，在法国沙托鲁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

黄雨婷/盛李豪夺冠，赢得巴黎奥运会首枚金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体校教练：谢瑜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40年，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