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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落幕

中国代表团40金收官
超越伦敦 光耀巴黎

本报记者 郭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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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金，
标记中国新高度

北京时间8月12日凌晨，第33届夏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巴黎落幕。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摘得40金，这个
数字不仅高于3年前东京奥运会的38枚，
也超越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 39枚，创下
了中国军团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佳战绩。

王牌项目 坚如磐石
中国代表团的整体成绩，历来取决于

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射击、举重这
6大王牌项目的表现。在巴黎，这 6个项
目果然没有让人失望，总共拿到 27枚金
牌，占比超过三分之二，稳住了整个代表
团的基本盘，而这个数字远远超出金牌榜
上排在第三的日本的金牌总数，也足见王
牌项目的力量和优势。

素有“梦之队”的中国乒乓球队和中
国跳水队，在奥运会上的目标不仅是要夺
取金牌，而是要“夺取全部金牌”，多种因
素作用下，过往距离这个壮举总是有一步
之遥。在巴黎，两支队伍终于实现了这一
目标，将乒乓球的 5枚金牌和跳水的 8枚
金牌全部揽入怀中。

在乒乓球赛场，孙颖莎/王楚钦率先破
局，将难度最大的混双金牌收入囊中。成功
收复失地之后，国乒在随后的比赛中虽有波
折，但整体顺利，陈梦卫冕女单冠军，樊振东
完成男子单打大满贯，男团和女团则都是实
现了五连冠，而4次参加奥运会的马龙则成
为中国体育史上首位“6金王”。在跳水馆，
过往总会有些小失误的中国队这一次做到
了完美无瑕，把单人和双人项目的金牌全部
带回家，而中国选手每每在单项上上演的

“神仙打架”，也让对手望尘莫及。本届奥运
会上，中国跳水队还实现了奥运金牌总数对
美国队的超越，而且是“远超”。55枚的总
数远高于美国队的 48枚，可以预料，在未
来，这个数字还将不断扩大。

射击队不仅圆满完成了射落首金的
任务，而且创造了 5金 2银 3铜的历史最
佳战绩。其中，34岁的老将李越宏首夺男
子 25米手枪速射冠军，填补了中国步手
枪项目的最后一个空白点。

受项目调整影响，本届奥运会中国举
重队只能派出6名运动员参加6个小项的

角逐，复制东京奥运会的 7枚金牌已无可
能。但中国力士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总共
拿到5枚金牌，派出的4位奥运冠军，有3人
卫冕成功，受到伤病困扰的石智勇挺举中功
亏一篑无缘三连冠令人惋惜，而刘焕华和罗
诗芳两位初登奥运赛场的新人都顺利夺金，
体现了中国举重雄厚的后备人才基础，尤
其是前者在男子 102公斤级比赛中夺魁，
填补了中国举重男子大级别的空白。

羽毛球获得2金 3银，基本与上届的2
金 4银基本持平，算得上中规中矩，只是
男子单打头号种子石宇奇在四分之一决
赛中就早早出局，爆出最大冷门，中国羽
毛球队的巴黎之旅可谓喜忧参半。

体操项目拿到2金5银2铜，虽然金牌
数比上一届少了1枚，但奖牌总数还多出1

枚，说明中国体操的整体实力依然处于世界

先进行列。错失男团金牌，女子项目无缘金

牌，说明中国体操还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

全新突破 书写历史
在优势项目稳定输出的同时，中国军团

在多个项目上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花样

游泳、女子拳击、网球、艺术体操和小轮车项

目上，“前所未有”的金牌就达到了8枚。

中国游泳队既是最受关注的队伍之

一，也是承压最大的那个，9个比赛日的漫

长征程，中国游泳队有过出人意料的低迷，

但最终迎来了创造新纪录的高光时刻。2

枚金牌，虽然比东京奥运会上少了1枚，但

却是含金量最高，极具历史意义。潘展乐

在男子 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游出了 46秒

40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在最后

一天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潘展乐

又在最后一棒上演惊天大逆转，和队友们

一起登上最高领奖台，也打破了美国队在

这个项目上长达40年的垄断。

在网球赛场，“中国一姐”郑钦文在淘

汰赛中两度绝境逢生，紧接着连克强敌，为

中国网球夺得第一枚奥运会女子单打金

牌，这是她的偶像李娜都未曾取得过的一

个成就。在赛场内外，郑钦文表现出的坚

韧、顽强、开朗、自信以及十足的国际范儿，
更是让她成为中国“00后”的杰出代表。

历经41年的奋斗，中国花样游泳终于
在巴黎迎来了最美的绽放，包揽团体和双
人两个单项的金牌；而“陆地上的出水芙
蓉”也实现了突破，5位姑娘为中国首次拿
到艺术体操的奥运金牌。辉煌背后，是一
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邓雅文在女子自
由式小轮车的比赛中夺冠，为中国拿到了
这个项目上的首枚奥运金牌，更显示出中
国运动员在极限运动中的能力和潜力。

如果说分量最重的突破的话，一定非
拳击队莫属。3枚金牌，中国拳击队的贡献
已经可以跟王牌项目比肩。常园、吴愉、李
倩，连续摘金，在拳台上展示了中国女性的
力量。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始，中国女

子拳击用 12年的时间结出了硕果。从陪

练到冠军的常园，集齐了全锦赛、军运会、

全锦赛、亚运会、奥运会金牌的吴愉，用了

三届奥运会把铜牌变成银牌再变成金牌的

李倩，每个人都用坚持书写了辉煌。

不是只有金牌才应该褒奖，那些没有

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也创造了历史的突破同

样值得铭记，因为这些正是迈向“更高、更

快、更强”的全新起点。在飞碟男子多向决

赛中，齐迎用 1枚银牌改写了中国在这个

项目上的历史；张之臻/王欣瑜这对临时搭

档拿到了混双银牌，虽然不及郑钦文的金

牌分量重，但同样也是中国网球历史上的

“第一次”；伍鹏和邓丽娟双双获得速度攀

岩的银牌，这是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不

曾有过的速度；还有获得霹雳舞铜牌的刘

清漪，在这个首次入奥的项目的奖牌榜上

留下了中国选手的名字。即便是那些未曾

登上领奖台的选手，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11岁的郑好好、14岁的崔宸曦、15

岁的杨思琪，这些“小孩姐”展示着中国少

年的自信与活力，能够在暑假期间“抽空去

参加个奥运会”，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成功。

正视差距 奋起直追
如果说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表

现有哪些让人“失望”的话，那么就不得不
提三大球。虽然每个项目只算 1块金牌，
但广泛的影响力让三大球在奥运会上依
然拥有极高的关注度。

在传统三大球总共 6 个项目中，中
国队只有女篮和女排拿到了进军巴黎的
资格，作为“唯二”的代表，中国女排四
分之一决赛惜败土耳其被挡在四强之
外，而中国女篮则干脆止步小组赛，无
缘八强。

两支队伍的表现也有明显差异，经过
跌宕起伏的过程方才拿到奥运会入场券
的中国女排，小组赛能够以 3战 3胜的成
绩挺进八强，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超出外
界预期，相比东京奥运会小组赛未能出线
的惨淡，也有明显进步，更重要的是，最被
国人看重的“女排精神”在巴黎的赛场上
也重新回到这支队伍身上。但对于一支
曾经三度奥运会夺金的冠军之师而言，这
些显然还不够；去年还夺得世锦赛亚军、
亚运会冠军的中国女篮，本被视为三大球
的实力担当，但她们热身赛的低迷状态一
直延续到了巴黎。小组赛首轮最后时刻
连续出现匪夷所思的低级失误，从一开始
就给自己挖下了大坑，虽然最后拼尽全
力，依然没有实现自我救赎。相对于女排
实力肉眼可见的下降，女篮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内出现如此严重的下滑，既出乎意
料，更值得深入总结。

中美两国在金牌榜上的竞争一直持
续到最后一刻，其过程固然令人心潮澎
湃。而我们也同样不能无视双方在三大
球上的巨大差距。全部 6个项目，美国队
在 5个项目上都获得奖牌，其中 4个项目
进入最后的冠亚军决赛，更是拿到了男
篮、女篮和女足 3枚金牌。而与近邻日本
相比，我们的差距也显而易见，他们在全
部 6个项目都拿到了入场券，是为数不多

“满额参赛”的队伍。
承认差距、正视差距，才能缩小差

距。人员老化，青黄不接，青训不利，职业
联赛制度建设不健全，中国三大球要解决
的问题有很多很多，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
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面对、必须经过的
过程。

马龙（左）成为中国体育史上首位“6金王” 郑钦文为中国网球夺得第一枚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

潘展乐泳池创造新纪录
艺术体操实现突破

6
2024年8月12日 星期一 责编 王文捷 校对 李汪洋

中国花样游泳
迎来最美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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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郑好好 全红婵（右）夺冠后与教练陈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