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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5日讯 2022全国击剑冠军赛（青岛站）
4日于青岛国信体育馆收官，本次比赛进行新赛制和
新计分方式的尝试，近 700 名运动员参加8个比赛日
的角逐。本站比赛是本年度全国击剑冠军赛的第一站，
也是去年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后首场全国性击剑赛事。

经过几日激烈的角逐，在个人赛中，3名国家队选手
获得金牌，吴斌和施悦馨分别战胜国家队队友许杰和
余思涵夺得男子花剑、女子重剑冠军，蔡苑廷摘得女
子花剑冠军。东道主山东队和江苏队分获女子和男
子佩剑团体冠军，上海队和福建队问鼎男女花剑团体

冠军；广东队则在重剑团体赛中包揽男女两项桂冠。
作为赛事承办单位，青岛国信文体公司组建专业

赛事保障团队，在竞赛组织、疫情防控、接待服务等方
面发挥专业力量，确保赛事“精彩、安全、顺利”进行。
除本次比赛外，全国少年儿童击剑锦标赛、青岛击剑
公开赛还将陆续举办，青岛国信文体公司创立的“国
信 i动击剑俱乐部”也将于 9 月正式建成。一流的场
地设施、专业的教练指导、丰富的赛事体系，以击剑运
动带动全民健身，储备击剑后备人才，助推岛城击剑
项目纵深推进。（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栾丕炜）2022年全国击剑冠军赛在青岛落幕。

竞技体育赛场，没有一个冠军的获得是轻
而易举的，也没有一个冠军是理所当然的，每
一枚金牌的背后必定是一群人的付出与汗
水。5日，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会圆满完成
各项竞赛任务，晚上8时在日照香河体育公园
隆重闭幕。此次省运会共有1.7万名运动员、
2600余名教练员、2800余名裁判员，参加了32
个大项、996个小项的比赛。青岛市、济南市、
淄博市分列奖牌榜前三位。

青岛体育健儿按照市委、市政府“牢记使
命，坚决捍卫城市荣誉”的工作部署，圆满完成
任务，以277金164银172铜的佳绩完美收官，
金牌总数、团体总分等全部五项排名均列全省
第一，牢牢守住了青岛竞技体育在全省的“龙
头”地位。

薪火相传，青岛体育“后浪奔涌”
从省运会场上表现看，各年龄段的运动员

展现了较高的竞技水平和运动素养，49人达到
国家健将标准，156个小项较上届取得较大进
步，省运会竞赛质量明显提高；从后备力量选
拔培养看，足球、篮球、排球、柔道、摔跤、体操
等18个项目、1872名省运会表现突出的苗子，
参加省队选材大集训，其中 951名运动员有望
充实到省一线、二线队伍。

8 月 29 日，女子射箭乙组团体决赛，16 岁
的刘妍秀率队夺金，拿下了个人在本届省运会
上的第七枚金牌。

“我要像张娟娟老师一样，站上奥运会的
领奖台。”刘妍秀在赛后说道。小小少年，志存
高远。射箭是青岛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之
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娟娟连胜三名韩国
选手夺冠，青岛体育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
突破。此后的十几年间，王大鹏、张梦瑶、兰璐
等人陆续成长起来，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省运
会起步，走向全国和世界赛场，为家乡争光。

青岛体育，薪火相传。同样是“奥运冠军
摇篮”，青岛乒乓队在省运赛场上也有精彩发
挥。申蓬华、董熙两位年逾古稀的奥运金牌教
练依然奋战在一线，青岛小将取得8金8银4铜
的佳绩，涌现出王昕奕、李思萱、丁怡婕等一批
潜力新秀。董熙认为：“省运会历练是这些孩
子迎来‘质变’的关键一步，运动员只有不断通
过类似大赛磨炼技术、心理，才能适应更高水
平的竞争。”

目前，市体育局有局属训练单位4个，实现
了省运会32个大项和4个表演项目的“全项参
赛”。市体育局训竞处处长徐泽说：“新周期
中，我们确立了12个重点发展项目，10个加快

发展项目和6个突破发展项目。定位准确、目标明确、措施有力，项
目布局收到良好效果。”

本届省运会上，传统强项依然是青岛代表团的“掘金富矿”。
田径、游泳、足球、羽毛球等项目优势明显，金牌数、奖牌数均位列
单项榜首。新兴项目发展迅猛，攀岩、跆拳道、空手道、霹雳舞领跑
全省，取得重大突破。

全省健儿过招激发奋进力量。以第 25届省运会为契机，推进
青少年体育发展，推动全民健身开展，是建设体育强省的重中之
重，也吹响了青岛体育在新起点上向更高峰攀登的号角。正如市
体育局局长车景华所说：“竞技体育是城市名片，关系体育荣誉，也
是体育综合实力的体现。率先建成体育强市，必须把竞技体育做
大做强。”

两把“钥匙”，解锁青岛体育前进动力
成事之要关键在人。培养体育人才，加强梯队建设，是青岛竞

技体育不断迸发活力的关键。
这个省运会周期，青岛先后出台《教练员管理暂行规定》《关于

开展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认定扶持办法》等
一系列保障性措施，从深化体教融合、强化教练员运动员管理、提
升社会力量发展竞技体育等方面，夯实了保障全市竞技体育高质
量发展的“四梁八柱”，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历
史难题，在源头上激活竞技体育发展的蓬勃活力。

这个省运周期，部分项目采取“市队联办”方式，以市队区（俱
乐部）办、市区（俱乐部）合办、市队二线区（俱乐部）办为突破口，确
立了 10个重点、8个一级、28个二线训练基地和 141家青少年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攀岩冠军田睿林、击剑冠军皇甫浩然都是在这种
模式下培养出来，成为“体教融合”的典型样本。

关注青少年体育，就是关注体育发展未来。代表团秘书长、市
体育局副局长刘新宏说：“‘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孩子们有更多时

间可以参与体育锻炼。我们希望竞技体育
能够作为引领，真正带动岛城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举步可就，全民健身蔚然成风
近年来，青岛始终坚持把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作为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系根本
的重要工作大力推进，连续八年将其纳入

“市办实事”。截至 2021 年，青岛市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3.26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市民比例接近50%，两项指标远超全
省平均水平。

这个夏天，每当夜幕降临，占地 20亩的
城阳区红岛街道市民运动公园里满是健身
休闲者的身影，大气美观的笼式篮球场、带
照明的笼式足球场、不输游乐场的儿童游乐
区、荧光闪闪的健身步道、34套智能化健身
器材——这些场地设施可辐射周边社区居
民近万人，实现了“举步可就”的健身场景。

城阳区“8分钟健身圈”是青岛全民健身
事业蓬勃发展的缩影。时至今日，健身设施
铺陈城市乡村、体育活动热潮涌动四方、健
身组织活力日益强劲、科学健身指导融入日
常，青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呈现出覆盖
面广、体系完整、活跃度高的鲜明特点。

做大做强，青岛体育未来可期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不断高

涨的健身氛围也在推动青岛体育产业蓬勃
发展。2021年，青岛体育产业总产出630.93
亿元，增加值超过 280 亿元，体育产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达到2.1%，位居全省第一、
国内前列。

新冠肺炎疫情一度给近年高速发展的
体育产业蒙上一层阴影，但社会发展的内在
动力需求不可遏制。数据显示，全市居民
去年人均体育消费突破 3000 元，占到人均
消费支出的近 10%。作为国家首批“体育
消费试点城市”，青岛目前体育产业从业单
位数超过6000家，吸纳从业人员近16万人，
在体育产业“国家队”中已拥有 6 个“国字
号”招牌。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发
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激扬省运会凝聚的
精气神，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青岛体育事业不
断实现新进步，必能在体育强市建设中再立
新功，为“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建
设增添体育亮色。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张羽 高静文

青岛市委市政府向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会青岛市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本报9月5日讯 5日，青岛市委市政府向山东省

第二十五届运动会青岛市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贺电

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会青岛市代表团：
欣闻在山东省第二十五届运动会上，青岛体育健儿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277枚金牌、164枚银牌、172

枚铜牌，金牌数位列全省第一，充分展现了青岛人民奋发
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为青岛赢得了荣誉。在此，谨向全体参赛运动员、
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希望你们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

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加快建设体育强市，为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青岛市委 青岛市人民政府
2022年9月5日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张羽）

全省第一！
青岛完美收官：277金164银172铜

青岛队的姚延杰在比赛中。王雷 摄

2022全国击剑冠军赛（青岛站）收官

山东女佩收获团体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