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6日，澳大利亚队球员克尔（左）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澳大利亚悉尼
举行的2023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半决赛中，英格兰队以3比1战胜澳大利亚
队，晋级决赛。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海东市中宁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 公 章 6321230007964。 财 务 章
6321230007965。 法 人 章 石 英 凤 印
6321230007966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作废。

◇甘文奎、郭惠兰（共有人）的房

产证（乐房私字第 39-5352号）遗失，
房屋坐落：青铸小区2-4栋2单元222
室，特此声明。

◇海东市乐都区慧盟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遗失，车辆号
牌：青B25122（黄色），道路运输证号：
青交运管东字 632123009341号，特此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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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8月16日电（记者周
畅 周牧）经历 6天的激烈角逐后，第 21
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日前在安徽
职业技术学院落幕。来自390所高校的
48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多项赛
会纪录被打破，这些都展示着体教融合
的发展成果。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
副秘书长张爱龙在开幕式上说，作为我
国高校田径事业发展重要标志的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由最初的几十所高校参
赛发展到如今的近 400所，成为展现大
学生田径运动员风采的重要舞台，同时
也为高校提供了体育运动交流的平台。

“这是该项赛事首次由安徽省高校
承办，也是全国高职院校首次承办。本
次赛事参赛高校及人数均创历史之
最。”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方
泽认为，这体现了体教融合在高校的深
入发展。

此次大田赛不仅展现出了新时代

大学生的激情四射与青春飞扬，更可以
看到当代中国青年拼搏奋进的体育精
神。

6天的比拼中，运动员们在 26个大
项162个小项中一次次与纪录赛跑。开
赛首日，来自暨南大学的选手邓信锐和
严海滨就分别以 10 秒 25 和 10 秒 24 的
成绩，先后在男子丁组 100米预赛中打
破了大田赛男子100米的赛会纪录。

男子 800 米、男子链球、男子 200
米、男子撑杆跳高、女子跳远、男子 110
米栏、女子 4×100 米接力、男子 4×400
米接力……这些项目的赛会纪录接连
被刷新。据赛事组委会统计，共有 12
人、两支接力队破9项赛会纪录，达健将
级96人，破纪录和达健将数均创历届之
最。

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田
径国家级裁判冯刚回忆，2013年西北民
族大学承办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时，
参赛院校 100多所，参赛运动员和教练

员约 2000 人。10 年后，本届大田赛参
赛高校和人数、破纪录和达健将数均创
历届之最，让作为这两届大田赛亲历者
的冯刚，见证了体教融合的发展硕果。

在高校体育界，人们往往把在普通
学校成长起来、主要用业余时间参与训
练的高水平运动员称为学生运动员，而
把那些取得出色竞技成绩之后到高校
就读的现役或退役运动员称为运动员
学生。在本届大田赛，除了这两类选
手，还有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到比赛
中。

本届赛事共设甲组（阳光组）、乙组
（高职高专组）、丙组（高水平组）、丁组
（超级组）四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产生了各个组别的团体总分冠军。

甲组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获得
男子团体总分冠军，江苏大学获得女子
和男女团体总分冠军；乙组中，湖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获得男子团体总分冠
军，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获得女子和

男女团体总分冠军；在丙丁组（合并评
奖）中，中南大学获得男子团体总分冠
军，华东交通大学获得女子和男女团体
总分冠军。

“我们一直在探索体教融合的发展
路径，3年前开始筛选学生去省队注册，
借助专业力量练出更高水平的学生运
动员。从邓信锐的成绩来看，这条路径
小有成果。”邓信锐的主教练、暨南大学
体育学院副教授邓民威说，体教融合可
以将学校的深厚理论知识与专业队的
实践经验深度融合，从而提高学生体
质、推动全民健康。

从成都大运会到本届大田赛，这个
夏天，来自高校的运动员们尽情挥洒着
他们的汗水，展示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
青春力量。

邓民威希望，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
之间能增加更多的沟通交流平台，联合
培养出更多优秀人才参与各项大赛，共
同探索更好、更合适的体教融合路径。

从大田赛看体教融合发展成果

□新华社记者 张瑜 潘莹
小时候的古丽克孜·依干拜迪，常

常是趁男同学踢完足球休息的空档，偷
偷拿起足球踢几下。20世纪90年代从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古丽克孜走
上教师岗位，她现在是新疆和田县巴格
其镇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

古丽克孜回忆说，二三十年前，不
少人认为踢球是男生的事，女生踢足球
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如今，她兼任学
校女足队教练，队员有27人，还有不少
学生渴望加入女足队。

“参与足球运动的女生约占全校女
生的五分之一。”和田县巴格其镇中学
党支部书记白辉林说，当地几乎校校有
女足队。

近年来，越来越多女孩踊跃加入女
足，校园女足队在南疆遍地开花。她们
在绿茵场上畅意奔跑，从喜爱的足球运
动中追寻个人梦想。

“妈妈看到我的球赛奖状，特别骄傲，
还给邻居炫耀。”和田市古江巴格乡中心
小学五年级学生穆尼热·阿迪力一笑起
来，露出小虎牙，俏皮可爱，可一套上守门
员队服，场上的她扑球勇猛，毫不含糊。

半年前，穆尼热被英姿飒爽的女足
队员吸引，萌生了踢球的想法。得到母

亲支持后，她鼓起勇气报名，经过学习
成绩、体能等重重选拔，成为学校女足
队一员。

球场上与队友团结协作、赢得比赛
的快乐让她着迷，但训练中的磕碰、伤
痛又让她眼中常含泪水，“球打到脸上、
身上真的好痛。”在教练、队友的鼓励
下，穆尼热渐渐变得勇敢。“球没有长
嘴，不会吃了我。”她咧嘴笑着说，要更
努力训练，希望今后代表学校参加足球
比赛，走出和田，看看广阔世界。

巴格其镇中学九年级学生布买热
木·艾力借足球比赛契机，到过新疆喀
什、伊犁、昌吉等多地，“我交到了许多
朋友，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一直保持
联系。”

记者从和田地区教育局获悉，今年
上半年参与和田地区组织的“和美杯”
校园足球赛的学校（包括村分校）达
799所。同时，据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党委宣传部介绍，当地中小学参加
足球运动人数约为1.3万人。

炎炎烈日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酷热难耐，穆尼热·阿迪力和队友们在
教练的带领下，刻苦练习足球技术，“被
球打中依旧会疼，但我学会了坚持！”穆
尼热说。

南疆校园兴起女足热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中国围棋
协会消息，第四届“嵊州杯”中国王中王
围棋争霸赛16日结束最后一轮争夺，李
维清战胜李钦诚以6胜1负的成绩获得
冠军。

本届王中王围棋争霸赛的参赛阵
容由上届冠军、世界大赛冠军、亚运会

男子选拔第一名、一年内奖金最高全国
性正式比赛冠军共 8人组成，通过 7轮
单循环赛决出最终名次。李维清是参
赛棋手中等级分排名最低的，此番堪称

“黑马”夺冠。
李维清在首轮不敌辜梓豪后，先后

战胜时越、芈昱廷、李轩豪、杨鼎新和丁

浩，6 轮过后以 5 胜 1 负的成绩排名第
一，末轮只要获胜就能夺冠。

当天比赛中，李维清执黑先行，这
场决定冠军归属的对弈很快便见分晓，
李钦诚不到百手就出现“打勺”失误，胜
券在握的李维清此后应对得当，至 183
手中盘获胜。

李轩豪当天战胜杨鼎新，和辜梓豪
战绩同为 5胜 2负，李轩豪凭借直胜优
势获得亚军。第三至八名为：辜梓豪、
杨鼎新、丁浩、李钦诚、芈昱廷、时越。

本次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和绍兴
市体育局主办，浙江省围棋协会和浙江
省嵊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李维清夺得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冠军

□新华社记者 张逸飞 刘艺淳
樽酒乐馀春，棋局消长夏。日前在

辽宁省盘锦市举行的 2023年全国国际
象棋青少年锦标赛（团体）中，17个省区
市、99 支队伍的 569 名棋手陈兵交锋、
以棋会友。千变万化的棋路中，善弈者
联通子力、空间和时间。棋局之外，对
弈者畅谈“棋”文化、讲究“棋”情缘、探
寻“棋”世界。

●“对手，队友，挚友”
来自江苏南通的男子青年组冠军

杨博凯、吴皓、蔡雨伦高高举起金灿灿
的奖杯，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但刚刚
关键场次的棋局让身经百战的杨博凯
仍心有余悸。落下决胜棋时，他在脑中
高速推演棋路，双手不自觉地颤抖。老
话说，“善弈者通盘无妙手”，但他无比
清晰地感知到：那是一步抓住对手破绽
的好棋。这也奠定了南通市小鱼儿体
育健身俱乐部的夺冠基础。

希望昔日的对手、如今的队友杨博
凯获胜，是吴皓心底最深处的愿望。他
们自5岁起便在大大小小的国象赛事中
狭路相逢。在同省组队的参赛规则之

下，习惯相对而坐的他们第一次并肩。
“下棋让我更沉稳，做事更有耐心，

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深交了许多志同道
合的挚友，我们在一轮轮对弈中激发对
方的潜能，也一路同行，坚持到今天。”
即将升至高三年级的杨博凯说。

●“教会他象棋，向他学国象”
67岁的张治强在生活中从不念老，

但在棋盘上却“服了老”。他下了一辈
子象棋，却在与孙子张皓轩的对弈中落
于下风。“现在越来越下不过他喽。”张
治强笑言。

年龄差为 57岁的祖孙俩是彼此的
“忘年棋师”兼棋友。启蒙阶段，张治强
从棋校接回孙子，便在家中摆上棋局，叫
他重新“来一盘”。盘败、均势、让子……
祖孙俩从残局、输棋中梳理经验、化用经
验。再后来，张治强的要紧事是为张皓
轩安排比赛行程，在领奖台下等他凯旋。

年满10岁的张皓轩以“8胜1和”的
不败战绩获得了男子丁组（U10）冠军，
获评了“二级运动员”称号。关于未来，
这位国象少年并未发表豪言壮语，而是
露出一张纯真笑脸。“很喜欢世界冠军

丁立人哥哥，他是我的偶像。”
“我教小家伙中国象棋，小家伙教

我国际象棋。”张治强认为，中国象棋和
国际象棋在底层逻辑上有相通之处，但
在棋子设定、行棋方式上有所不同。“两
种棋类都可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和逻
辑思维，让他‘坐得住冷板凳’。”张治强
说。

辽宁省国际象棋协会主席丰鹤介
绍说：“不少中国象棋棋手兼练国际象
棋，是两种棋类的‘双修高手’。在民
间，象棋更是受年龄、体能约束较小的
运动之一。”

●“阶段式圆满，永久式追梦”
15年前，一页印有女子国际象棋世

界冠军谢军的画报吸引了5岁女孩吴佳
芮的注意，自此她放下了画笔，拿起了棋
具。“下国际象棋常常很孤独。”辽宁沈阳
人吴佳芮在童年时期少有“同好”。终于
在参赛上限20岁这年，她结识了同省份
的17岁棋手王镜谚，如同寻到了自己国
象生涯的另一块“拼图”。这对因赛结缘
的“姐妹花”斩获了辽宁省棋手在同等级
别赛事的最好成绩——女子青年组亚

军。
辽宁省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刘瑶

将本次“突破”归因于高水平赛事和校
园普及的“双管齐下”。“辽宁省实验学
校（小学）、辽河油田胜利小学都开设了

‘国际象棋进校园’系列课程，辽宁省国
际象棋协会还联合教育厅开办了综合
棋类的学生智力运动会，为孩子们厚植
国象土壤。”刘瑶说。

目前在大连医科大学攻读学业的
吴佳芮完成了儿时的梦想——拿到专
业运动员等级称号。她笑称：“终于在
最后一年圆满了。”

待放下棋具，拿起手术刀之时，吴
佳芮准备在业余时间考取国际象棋裁
判证。她说：“我不会离棋太远。”

因胜率不满赛事规定，王镜谚无缘
相应运动员等级称号，她笑称：“路还
长，明年继续努力。”她4岁时师从父亲
学习国际象棋，立志成为一名职业棋
手。“学棋不是一种负担，更多的是快
乐。一步棋领先不代表全盘胜利，国际
象棋教会我从全局、长远思考问题。”王
镜谚说。

善弈者说：国际象棋，有情无界

英格兰队晋级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