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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过后，运动员们通过网络为自己集聚了大量的人气。 新华社 图

“地表最强12人”赛网络秀落幕

国乒选拔 打得有门道看得也热闹
青年报见习记者 周阳

本报讯 3月10日，2017年“地
表最强12人”直通赛在深圳圆满落
幕，经过8个比赛日的激烈比拼后，
樊振东、刘诗雯等四人率先拿到了今
年 5 月底德国世乒赛的参赛资格。
回顾这届星光璀璨、粉丝狂欢的直通
赛，国乒首次尝试网络直播，让这项
关注度甚少的运动项目，焕发了新的
生机。

拥抱网络 年轻人再掀热潮
谈到直通赛，对于熟悉乒乓球运

动的爱好者并不陌生。因为从2006
年男、女队“直通不来梅”首届选拔赛
大幕拉开时，每一年直通赛都会通过
电视直播，揭开国家队成员们通往国
际大赛前的神秘面纱。

遗憾的是，这项残酷而激烈的
“内战”，却在过去的11年内都没能
吸引足够多的注意力。直到里约奥
运会结束后，刘国梁开通了微博，开
始与粉丝们互动，“一方面是可以听
到球迷粉丝的心声，知道他们的需
求。另一方面，对自己和球队也是个
很好的宣传平台。”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快速上手，
让刘国梁发现了推广乒乓球的“新大
陆”。他开始积极寻求合作，而已经
有11年历史的直通赛就成了最好的
实验平台。“往年的直通赛只有少部
分赛事通过央视直播，没有观众、现
场也没有感觉。春节前刘指导就说，

今年想做得不一样、更活一点，而我
们恰好愿意将赛事当成产品来做。”
腾讯体育运营总经理赵国臣透露了
双方合作的缘由。

并且，按照总教练刘国梁的意
思，从今年开始，每次直通赛成绩都
将成为队员们争夺2020年东京奥运
会参赛资格的重要依据。“这次乒乓
球赛直通东京的”地表12人“，我们
根据以往的赛制和刘指导进行沟通
和修改，整个赛程紧张且严酷。像马
龙、张继科都是在这种残酷的赛制中
成长起来，我们也想制造一种新人出
头的机会。”赵国臣表示。

曾击败樊振东、许昕的小将林高
远，就最终在第二阶段中脱颖而出拿
到世乒赛入场券，进入国乒前五行
列。“他不光是收获了一个名额，也是
把握住了一次成为绝对主力的机
会。”刘国梁在赛后说道。

此外，为了让赛事变得更精彩，内
容更丰富，刘国梁还借助腾讯的力量，
为球迷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数据分析。
除了简单的比分、局分外，还会在赛后
第一时间发布最强正手与反手、前三
板、发球王等数据统计。赵国臣表示，

“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数据，比如说
马龙在这局里的正手成功率得分、反
手是多少……让大家不仅知道马龙很
强，更要体现他究竟强在哪里。”

毫无疑问，从粉丝现场的反响和
赛后支持声来看，这场规模已经高于
演唱会级别的直通赛，让乒乓继里约
奥运后再度掀起了高潮。

抛弃电视 老球迷也有想法
在长达十几年的合作后，今年的

直通赛刘国梁选择与央视分手，将赛
事的直播权给了腾讯“独家”。而随
之带来的问题就是，没了往日习惯的
电视直播，诸多喜好乒乓运动的老年
人会如何应对？他们是否会同年轻
人一样使用网络观看比赛呢？

近日，本报记者就走访了位于宝
山区大华路文化苑内社区的老年活动
中心。靠近南门的活动中心位于地下
室一层，门上贴着1点到4点开放的时
间表，里面仅有三张乒乓球桌。距离
下午一点还有15分钟，今年71岁的朱
希余已经提前来占场地了，“每天人很
多，早点来就可以多打一会儿。”

60岁退休后，打乒乓球就成了他
唯一的爱好。没有固定的球友，他就
学着用微信建立了乒乓群。附近那
里打球人多，球台张数有多少，朱希
余都如数家珍。而这个微信群，也成
了他们平时互相交流的平台，话题当
然离不开乒乓球。“平时看电视直播
很多，选拔赛会更加关心些，大家就
会讨论谁打得怎么样，里面也会发一
些关于乒乓的消息和短视频。”

但这一次的深圳直通赛，尽管主
办方提前在网络上宣传造势，朱希余
却没有选择观看。“主要是年纪大了
眼睛不太好，长时间在网上看眼睛受
不了。而且电视转播画面要更加清
楚些，希望以后还能有电视直播，老
年人还是很多的。”朱希余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