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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再现大包揽
斯诺克中巡赛郑州分区赛收杆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虎萌）昨天下午，
2009 年中国职业斯诺克巡回赛郑州分区赛比赛在河
南东方体育竞技俱乐部举行。

共有来自黑龙江、四川、新疆、广东、江苏、甘肃、陕
西等地区的40余名高手在郑同场竞技。

经过 3 天激烈的争夺，杨旭、帕如克、朱英辉和蔡
伟携手出线，获得了参加在海口举行的2009年中国斯
诺克巡回赛海口站比赛的资格。在本次比赛中，河南
台球比赛史上的单杆最高分也被郑天耀改写为了138
分，这也是中国斯诺克巡回赛分区赛史上的单杆最高
分。在上一站张家港站的比赛中，我省小将王林翰状
态神勇，取得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他也与另外两名河
南选手雷震和齐亚一起进入海口站的正赛。

近年来，由于省台协的大力推动，我省台球选手在
全国取得了不俗的表现，目前已有3名选手（王林翰27
名、雷震 29 名、齐亚 32 名）进入全国排名前 32 名。而
在选手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全国大赛也频频登陆郑
州，为我省选手与全国的高手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在郑闭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虎萌）由河南省体育
局主办，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河南省体育舞蹈运
动协会承办的河南省体育舞蹈公开赛日前在省体育馆
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山东、安徽、内蒙古、
河南等省的 48支代表队，近 1700对选手参赛，年龄最
小的只有5岁，最大的60多岁。

经过近三天的激烈角逐，各个奖项分别被表现出
色的选手瓜分，本次体育舞蹈公开赛也充分展示出河
南体育舞蹈项目的深厚底蕴，尤其涌现出令人欣喜的
新秀，显示出我省体育舞蹈的勃勃生机。

托起明天的希望之灯
——第十届“奥克杯”围棋赛侧记

“奥克杯”，在渴望中精彩开幕，在精
彩中留下回味。许许多多的“故事”已深
深烙下了印记，无法磨灭……

“童子军”托起的希望
每年奥克杯，都有大批少年棋手踊

跃参赛，这些“小大人”在棋桌旁神态各
异，构成了奥克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最小的才 4岁，最大的也不过 11岁，但却
不可小瞧。

在三天的比赛中，记者随处能看到
蹦蹦跳跳的小朋友，虽然身高跟教室里
的课桌差不多，可他们下起围棋来是那
么的有板有眼。虽说都是小孩，可下棋
的劲头一点也不比职业棋手差，他们时
而托腮沉思，时而闭目养神，这架势颇有

“石佛”李昌镐的风范，看着小孩们一个
个憨态可掬的样子，连现场的裁判员也
忍俊不禁。

据赛事组织者介绍，本次比赛几
乎汇聚了河南省内所有高水平的围
棋学子参与，他们分别来自省内的十
几家围棋培训学校和其他一些普通

小学。

来来往往都是咱的客
本次比赛，不仅河南的高手大多前

来参加比赛，远在外地的许多选手也是
慕名而来。从天津来的“姐妹花”王倩
钰和陈思成了赛场的一大亮点，两个十
几岁的小姑娘平时在一个俱乐部训练，
这次比赛面对李天罡、卢宁等强大的对
手，王倩钰一举夺得了公开组第二名的
好成绩，“和自己的偶像一起比赛，不枉
此行。”王倩钰笑着说道。

弹指十年间，随着“奥克杯”的影响
不断增大，全省各地市开始有组织地报
名参加“奥克杯”，再后来，西安、天津等
地连续几届组队前来郑州，“奥克杯”已
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开”赛。这期间，
辽宁棋王李嘉男、陕西棋王刘军、洛阳
棋王关宏的参赛，为“奥克杯”增添了不
少亮色。

赛事背后更有辛勤汗水
每一届“奥克杯”围棋赛开赛前，编

排秩序册、摆放棋具、张贴参赛选手名签
……一些琐碎的事，也是裁判们分内的
事。虽然执裁一届比赛很辛苦，本届大
赛的裁判长王俊生和他的十几个裁判伙
伴们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每届比赛能有
这么多选手参赛，我们都很高兴，这说明
围棋在我们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就
是河南围棋的希望！我们即使再辛苦点
也没什么。在辛苦中感受快乐，这种感
觉也挺不错。”王俊生最后笑着说。

本届参加比赛的300多名选手，加上
同来的家长，一时间使得郑州日报社“人
气”十足，为了能够使比赛顺利进行，众
多的后勤服务人员，包括报社的许多清
洁工，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全身心地投
入到服务的行列。

“请不要在这里吸烟。”“不要在楼道
里喧哗。”这是 5月2日上午的一场比赛，
报社物业管理中心的弓富强正在现场维
持秩序，比赛有序地进行，他却不能休息
片刻，“不能有一丝的疏忽，只能等到比
赛圆满结束。”记者了解到，1999年，第一
届赛事落户郑州日报大厦，每年的五一

便是老弓的重大“节日”，他要充当多个
角色，用电是否能保障、音响是否到位、
还要提前一天把赛场布置好，最关键的
是安保工作。老弓告诉记者，他已经十
年没有陪家人一起过五一了，他最大的
心愿就是等比赛结束了带儿子出去转
转。

10 年一个轮回，10 年一次“大庆”。
这么大规模的赛事，从赛制规则的不断
改进，到随着赛事规模的扩大而更多琐
碎、细致入微的组织工作，这背后倾注了
无数工作人员辛勤的汗水和默默的付
出。本届奥克杯比赛能够顺利进行，众
多的幕后英雄更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经
常是饿了，在办公室里吃方便面；困了，
悄悄地在办公室里打个盹。他们的辛苦
付出，都是为了能够保证大赛的顺利进
行。记者了解到，很多后勤人员都为本
项赛事服务了5年以上，他们用独有的坚
持，陪伴着一届又一届拥有围棋梦想的
选手们。

本报记者 刘超峰 陈凯 王璇

李天罡：双数奥克杯 我的最爱
前天，奥克杯围棋赛在本社落下帷幕，赛前被寄

予厚望的“追风少年”李天罡不负众望，以全胜的优
异成绩成功折桂，成为奥克杯“四冠王”，更为巧合的
是，李天罡摘冠的四次，恰巧是第四届、第六届、第八
届和第十届。难怪夺冠之后见到记者时，李天罡得
意地说：“奥克杯比赛，双数是我的最爱，估计明年奥
克杯可就危险了。”

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围棋界，开封籍选手李天罡
绝对是鼎鼎大名。7岁半开始学棋，4次勇夺全国业

余围棋赛事冠军，2007年代表中国征战中韩业余围
棋超级对抗赛，至于“奥克杯”、“晚报杯”之类的区域
性、行业类赛事，更是夺冠无数。15岁时他获得业余
七段称号，一度被公认为实力最强大的定段少年。
但 2006年的定段失利，彻底打碎了他的职业棋手梦
想，决定他此生无法进入围棋的职业行列。

“没有比我现在更理想的状态了，学习、下棋、工
作都不误。”李天罡说。2006年7月，他和400多名来
自国内的业余棋手参加一年一度的“围棋高考”——

定段赛，再次与命运之神擦肩而过，被永
远挡在了职业围棋的大门外。因为，时
年 17 岁的他达到了参加定段赛的年龄
上限。众多围棋名家和围棋爱好者在为
李天罡扼腕痛惜的同时，也不禁为他的
将来而担忧。

定段的失利，让李天罡迷茫了整整
一年。对于 7 岁多开始学棋的他来说，
围棋曾经是生活的全部，获得世界冠军
一直是他追逐的梦想。四处拜师学艺、
奔波各地参加各种比赛，他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黑与白的围棋世界里度过。“虽然
曾经想过可能会定段失利，但那一天真
正来临时，还是接受不了，觉得奋斗目标
和梦想都破碎了。”李天罡在痛苦、迷茫、
郁闷中度过了一年。

2007 年 5 月，李天罡接受了陕西棋
院和西安市83中的邀请，奔赴西安开始
了新的生活。吸引他从郑州来到西安的
是，陕西棋院与 83 中联合投资数十万
元，在校园内建起了围棋基地。在那里，
他具有三重身份：西安 83 中学生，陕西
棋院教练组组长，业余围棋手。

今年 9 月，李天罡将结束西安的学
习生活进入上海财经大学，成为一名真
正的大学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
活，李天罡充满信心，他说：“年龄也不小
了，现在的任务是主攻围棋，当然学习不
会放弃，进入职业不可能了，力争在业余
围棋界施展吧。国内有名的奥克杯、晚
报杯、黄河杯，我是肯定还要参加的，毕
竟在这些‘业余’比赛中，我的水平绝对
是‘职业’水准。”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文 唐强 图

老棋手的“滑铁卢”
5月 3日下午，在颁奖仪式上，当获得公开组前八名的

棋手站到领奖台上时，李天罡、卢宁、孙皓、李阳四人为“少
壮派”的老面孔，而真正称得上老棋手的只有郑州棋手王峥
增，而王倩钰、焦松岩、王鹏浩三人绝对算是奥克杯的后起
之秀。有人戏称王峥增是本届“奥克杯”上成年棋手的守门
员，进入前八算是为老棋手们挽回了些颜面，不过，像王峥
增这样的老棋手绝对是一把高水平的标尺，衡量着“奥克
杯”参赛棋手水平的高低，“像王峥增这样的棋手仅获得第
八，奥克杯的水平真不低啊。”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

王峥增在本届比赛中第四轮遭遇滑铁卢，开始“潜水”，
没想到第六轮再遭棒喝，这两次失利让他本人都对进入前
八感到绝望，绝望中最后一轮他却战胜了在今年年初的全
国晚报杯上被评为业余十强的卢宁，算是挤进前八。“奥克
杯”上像王峥增这样“标尺型”的老棋手还有不少，“奥克杯”
之所以能成为我省最高水平的业余赛事，这些人功不可
没。洛阳老棋王关宏首轮即遭败绩，说起这事，关宏自己也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旅途劳顿的缘故吧。”南阳高手姚卓也
是失利两盘，本届比赛获得第九，甚是可惜，他也非常感慨

“精力不济”，郑州名将王驰名九轮比赛失利三盘，排名第十
三……这些人的失利并不是说明这些人的水平在下降，而
是恰恰说明“奥克杯”比赛的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个高水平
上,“精力跟不上”成了老棋手们致命的软肋。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晚报记者 秦明伟

“奥克杯”与“常客”
“奥克杯”举办了第十届了，颇为不易，有人甚至把本届“奥

克杯”比喻为“十全十美”的奥克杯，一项业余赛事连续搞了十
届，这在河南体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在本届“奥克杯”上记
者还发现了一起和“奥克杯”风风雨雨度过十载春秋的三两
人。

李天罡、卢宁、王峥增这三人见证了“奥克杯”从一岁到十
岁每个阶段。卢宁虽然比李天罡大上几岁，但他们俩算是同
一时代的棋手，第一届中他们俩尚还年幼，只能参加少儿组的
比赛，“第二届开始我就参加了公开组的比赛了。”卢宁回忆
道。和卢宁一样李天罡的成长道路也与奥克杯密不可分，他
也是这么一步步的成为业余强豪的佼佼者，要说最“十全十
美”的当属李天罡，本届比赛夺冠使他在十届比赛中拿了四次
冠军。王峥增全勤了“奥克杯”，这一路，他拿过一次冠军，得
过三次第二名，值得欣慰的是十届比赛他基本上都在前八之
列。本报记者 刘超峰 晚报记者 秦明伟

孙启睿：明年我要跟高手下
第一次参加“奥克杯”少儿组围棋赛，

便成功折桂，来自洛阳市西工区第二实验
小学的孙启睿，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美
好传奇。拿冠军、得奖品，本该是件兴奋
事，但这些在小启睿看来并不算什么，“获
得冠军是挺高兴的，不过就那么一丁点
儿。少儿组选手的实力不强，我获得冠军
也没什么了。”沉稳的小启睿平静地说。

从 6岁开始学下棋，小启睿与围棋已
经做了 5 年的“好朋友”。“我非常喜欢围
棋，它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一谈到围
棋，小启睿的脸上满是笑容。虽然学棋只
有 5年的时间，但是小启睿的“功力”可不
弱，他现在已经是业余四段的选手了，这
也难怪他会觉得参加少儿组的比赛有些

“屈才”。9连胜，小启睿的夺冠之路根本
没遇到什么荆棘坎坷。

小启睿既然有实力，为什么会参加少
儿组的比赛呢？他的父亲孙旭祥向记者
讲述了其中的一段小故事。“本来我们是
想参加公开组比赛的。因为河南有很好
的围棋基础，想着少儿组选手的实力会挺
高，但我们报到的时候才听说少儿组的实
力其实并不强。因为已经报过名了，也改
不了了，只能参加少儿组的比赛了。”

孙旭祥告诉记者，小启睿与围棋成为
“好朋友”纯粹是一种偶然。“我自己也会
下围棋，我的同事也有下的，就让他们带
着启睿下，就这样他与围棋交上了朋友。
我原来也给他报过电子琴、书画这样的特

长班，但是学上围棋后，启睿就只对下棋
感兴趣。”孙旭祥笑着说。有父亲引路，小
启睿从此迷恋上了围棋，为了让棋艺增长
更快，小启睿目前正在北京马晓春围棋道
场学棋。

尽管外表上看着很文气沉稳，但小启
睿的偶像却是古力。“我很喜欢古力，喜欢
他那种进攻的下棋方式。我想将来成为
像古力一样的棋手。”第一次参加“奥克
杯”，便拿了一个冠军，小启睿告诉记者明
年的比赛他还来参加，“明年的比赛我一
定会来的，明年我要参加公开组的比赛，
要跟李天罡、卢宁这样的高手下。我希望
自己能战胜他们。”小启睿自信地说。

本报记者 陈凯

对于除中国队以外的参赛选手来说，横滨世乒赛已经提前一天结束。4
日上午的8场半决赛过后，本届大赛的五项冠军已经全部为中国人所夺取。

当日中午的男、女双半决赛过后，横滨世乒赛前一日比赛结束后硕果仅
存的三对非中国选手全部无缘决赛。郭跃／李晓霞 4︰0完胜中国香港的
姜华珺／帖雅娜，丁宁／郭焱 4︰1淘汰最后的削球手金景娥／朴美英，实
现队友间的决赛“会师”；马龙／许昕则4︰0击败日本选手岸川圣也／水谷
隼，与4︰1战胜队友郝帅／张继科的陈玘／王皓相约决赛。

在 4 日晚率先进行的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上届亚军郭跃／李晓霞
（下图）以11︰8、12︰10、11︰4、3︰11和11︰7战胜首次配对出现在国际赛
场上的队友丁宁／郭焱，捧起波普杯。

在紧随其后进行的男双决赛中，陈玘/王皓（左图）以6︰11、13︰11、
13︰11、11︰5和11︰9击败平均年龄仅20岁的队友马龙／许昕，问鼎伊朗
杯。 新华社发

奥克杯赛场一角。 本报记者 唐 强 摄

获得公开组第二名的14岁女将王倩钰。 本报记者 唐 强 摄

世乒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