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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阳

本报讯“这对我积累经验还是
非常好的，下次再继续努力嘛！”昨
天凌晨，里约奥运男子蹦床网上个
人决赛展开金牌的角逐。首次参
加奥运会的24岁上海运动员高磊，
就收获了一枚铜牌，他很满意自己
的表现，“来参加里约奥运会，我没
有给自己设定目标，能来参赛我就
很开心了，这枚奖牌对我的意义非
常大！”

作为当今男子蹦床的“难度王”，
决赛最后出场的高磊选用的是18.4
高难度动作，不过在完成质量上并不
尽如人意，最终只得到 60.175 分。

而倒数第二位出场的白俄罗斯选手
汉查罗，尽管动作难度只有17.3，但
凭借更为稳定的完成质量拿到了
61.745的高分获得金牌。

高磊在2002年开始了自己的蹦
床生涯，然而与董栋等国家队实力强
劲的竞争对手相比，他是个不折不扣
的“新人”。里约奥运高磊想拼一把，

“成绩如何我都无所谓，只要能够把
整套动作做下来就可以了。”

此次奥运会后，高磊也说出了自
己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我还要加强
动作质量。我现在有高度和难度，动
作质量不提高的话，还是没有竞争
力。”高磊腿长，适合练蹦床，也令高伟
峰对儿子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从他的

年龄阶段和身体条件看，我有信心，也
相信他会备战下一届奥运会的。”

当记者赶往高磊家里时候，他的
父亲高伟峰正在观看儿子的比赛，对
于此次高磊没能获得金牌，尽管有点
遗憾，但他还是肯定了儿子的表现，

“应该说他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第
一次在奥运会这么大的赛场上，已经
做得很不错了，非常棒。”

要知道，在备战奥运会的四年
里，高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
2012年高磊腰部严重受伤，他要克
服伤病。”还记得在今年的国际体操
联合会蹦床世界杯上海站比赛中，贴
身队医就表示，“这是老伤病了，12
年的椎间盘突出。”

高磊原本最先接触的是体操项
目，而父亲恰恰是自己的启蒙教
练。但改练蹦床后，高磊的天赋迅
速被发掘出来，“现在看来他这条路
走对了，又遇到了好教练。”在2015
年的丹麦世锦赛中，高磊职业生涯
首次获得个人网上冠军。在他家的
客厅里，也挂着高磊获得世锦赛冠
军的巨幅海报。

高磊在出征里约时曾向父亲表
达了希望在里约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我觉得他做到了，在我心里他已经
是冠军”。而妈妈华玲仪则表示，“比
赛开始又紧张又激动，他能发挥平常
水平就好，在我内心里儿子就是冠
军。”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结束了在里约奥运会的
最后一次航行，徐莉佳拖着疲惫的身
体走上了岸，面对媒体采访时，徐莉
佳不时地摸着肩膀，两次因为疼痛中
断了回答，让人心疼。

来到里约，伤病是徐莉佳最大的
挑战。这些年来，她的伤病史不需赘
述，就说这一年，腰部和膝盖的伤病
也时常发作，里约奥运会开始前3个
月，她的颈部经常出现抽搐，而在里
约，肩膀的伤势又成了最大的麻烦
……整个奥运会的比赛，徐莉佳都一
直是打着封闭上场的。

肩伤无疑影响到了徐莉佳的发

挥，前几轮风平浪静的时候，她还能
发挥正常，都跑在前几名，但之后的
比赛改在外海进行，肩伤的负面影响
更大了，当最后一轮比完后，徐莉佳
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再用力了，一
点点力都不要再用了，我终于可以养
养我的肩膀了。”

让徐莉佳有些不甘心的是，即便
忍着肩伤完成了比赛，但最后两轮却
因为对手的投诉而被取消了成绩，这
也导致了她无缘最后的奖牌轮比赛。

虽然有些不甘，可徐莉佳心态
却非常好，结束了比赛后，徐莉佳在
微博上写道：“第三届奥运之旅，任
何结果我都微笑接受。因为我知道
回过头去看这一年，我把所有能做

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帆
船，不留遗憾。感谢国家和上海给
予我的爱，让我可以驾着帆船继续
追逐梦想。”

她甚至表示里约是她经历的3次
奥运会中最享受的一次。倒不是因
为这一次预期不高，压力小，反而徐莉
佳还喜欢上了这种压力，“这一届奥运
我发现开始喜欢这种有压力的气氛。

这4年里徐莉佳的人生发生了
许多变化，在英国求学的2年里，她
对于帆船运动的认识与以前完全不
同，她的航海梦越来越清晰，她想成
为职业航海家，成为推广帆船运动的
使者。徐莉佳表示，结束里约奥运会
后，她会回上海陪伴家人一段时间，

然而9月份就回到英国继续自己的
硕士学业。

曾经问起徐莉佳的感情生活，当
时徐莉佳笑着表示，自己实在太忙
了，也没时间想这个问题，她说不管
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是有
共同爱好和话题，一切随缘。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徐莉佳已经把自己“嫁”
给了帆船运动，“帆船对我来说，就像
嫁给自己的恋人一样，一辈子就跟着
他啦！”徐莉佳说，“一般运动员退役
很少还能继续从事自己的项目，帆船
则不然。奥运会只是我人生的百分
之十，后面还有百分之九十等待我去
开发。人生要靠自己书写。看我后
面的帆船路如何走。”

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阳

本报讯 相比中国场地自行车女
子选手的奥运成绩，男子选手想在奥
运中突围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本
届奥运会之前，中国男队在奥运会上
取得的最好成绩是伦敦奥运会团体
竞速的第六，而在争先赛方面，最好
成绩则是进入1/16决赛。

但里约奥运会，上海选手徐超首
先在复活赛中成功突围晋级八强，成
为中国第一位进入奥运会场地自行

车个人项目前八名的男选手。而在
昨天凌晨进行的场地自行车男子竞
速项目中，徐超经过排位赛的角逐，
在5至8名决赛中第二个过线，获得
争先赛第6名。

凭借这个历史性突破的成绩，22
岁的徐超也成为该项目前12位中唯
一的亚洲面孔。事实上，他在1月份
举行的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比
赛中，就一战成名获得一块宝贵的银
牌，并凭借赛事积分，基本锁定了里
约奥运会争先赛入场券。

2007年徐超进入闵行区少体校
开始自行车项目训练，在2012年入
选上海市一线队，2014年则获得仁
川亚运会自行车团体竞速赛亚军。
徐超希望能够在奥运上发挥最好的
水平，为自己的首秀画上圆满句号。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代表中国参
加奥运会的比赛，长久以来，这成为
了我一直咬牙坚持的动力源泉。”如
今，他的这届奥运首秀非常成功。

但成功的背后，总有常人无法想
象的艰辛。场地自行车不仅要达到

“人车合一”，与场地、速度较量，还要
与伤病抗衡。世界杯香港站比赛前
数月，徐超在训练中发生意外导致锁
骨完全骨折并出现脱位，而等着他的
还有难熬的康复期。

这位年轻的小将在奥运舞台
上，已展现出了自己在场地自行车
运动的天赋。而里约的第六名，也
令他的外籍教练本努瓦表示，“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徐超或许将有机会
向领奖台发起冲击。”我们有理由期
待更多。

这届奥运会上，我们不仅需要铭记像吴敏霞、钟天使这样的上海籍夺金的选手，也不应忘记像徐莉佳、高磊和徐超
这样拼尽全力的未夺金选手。虽然他们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夺金，但是他们难道不是英雄吗?他们表现出了顽强
拼搏的精神面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他们也许会失落，会懊恼，会遗憾，但他们下一场比赛一定会做得更好，不
负这么多人的期望。致敬!纵然没有获得金牌，你们仍然是中国的骄傲。

致敬！未夺金也是城市英雄

徐莉佳：已经把自己“嫁”给了帆船运动

高磊：铜牌已很开心

徐超：未来更可期

上海籍奥运选手徐莉佳、高磊和徐超在奥运赛场上奋力拼搏。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