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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尚运动

中国电竞正能量来袭

“钓”人生 心“鱼”悦
本报记者 叶嘉利

50年前的大明湖畔，清晨或者傍晚，三三两两的老济南
人会坐在水边钓鱼。小时候的李民，只需要一根竹条、一根棉
线、一条蚯蚓、一个弄弯的大头针，再加上一段蒜薹，就可以
在水边待上好一阵子了。现如今，大明湖已经被禁止钓鱼，李
民也由小渔童变成济南市钓鱼协会副主席，常年担任各类钓
鱼比赛的裁判。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水岸垂钓已经不仅仅是
修身养性的好方式，还成为日益流行的竞技运动。

“男粉丝抱着我大腿哭”

以玩魔兽为主的李晓峰，粉
丝主要以男性为主。当玩英雄联
盟的队员每次比赛都收获不少女
粉丝的礼物时，他也羡慕不已。李
晓峰记得2009年在成都举办的
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总决
赛，他被淘汰时，“一个男粉丝抱
着我大腿，就是不让我走，还哭
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他。”

“其实大家需要我这样的人
出来传递一种信心，我们不是在
玩游戏，是为了比赛。”李晓峰说，
虽然国内一款热门游戏的在线人
数有数百万，其玩家数量更是数
倍于此，但是其中真正可以自称
为职业选手的，只占极小的比例。
玩家和职业选手有什么不同？李
晓峰说，虽然都是在玩，但心态是
不一样的，他希望用自己的名气，
作为中国电竞选手“一种对外的
呐喊”。

WCG赛场完成奇迹

李晓峰最早在国际赛场上发
出的呐喊，是在他一战成名的
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总决赛
上，当时他在魔兽项目上首夺世
界冠军。次年他完成卫冕，第三年

打进决赛时，WCG官网做出了巨
大的标题：究竟还有谁能阻止
Sky？尽管第二次卫冕失败，李晓
峰已经算是创造了奇迹。

李晓峰说，“我们的对手很
强，尤其是韩国选手的职业化程
度很高。电竞就像下象棋一样，
同样是看谁把棋盘上的棋子运
用得更好，但我们是以电脑为载
体。一是看手和键盘鼠标的结合
程度，二是看战术战略的运用、
临场的心态，第三还要一点点运
气。”

除了运气，前两点，李晓峰都是
苦练出来的。说起那段往事，李晓峰
仍然回味无穷，“每天打十七八个小
时也不累，累了就在电脑前睡觉，总
害怕时间过得太快。”

职业电竞日趋成熟

21日下午，娃哈哈启力NEST
（全国电子竞技大赛）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本届大赛由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与中国体育
报业总社共同主办，北京华奥星
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浙报传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由杭州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赞助。举办
这次大赛也表明国内电子竞技的
发展越来越成熟。电子竞技的奖
金这两年也是节节攀升，国外就

出现了百万美金大赛。
和奖金待遇同步提升的是选

手的训练条件。李晓峰自称是第
二代职业选手，说第一代只是自
己在网吧里训练，第二代有老板
出资组织俱乐部训练，到第三代
收入已经没问题了，有月薪，打出
成绩还有奖金、可以签赞助商。李
晓峰说：“我们也愿意想办法，用
职业化模式培养下一代选手。”

职业化之路不好走

和传统体育相比，电竞是几乎
没有门槛的运动。李晓峰说：“韩国
有个残疾人选手Space，得了一种肌
肉疾病，只有三根手指能动，我特别
怕他。可惜他一个多月前去世了，在
我最强的时候一直和我们对抗。”因
此，搞电竞似乎是难度更小的投资，
也有不少家长通过微博、邮件向李
晓峰推荐小队员，但一般情况下他
都会委婉拒绝。

“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到谁
进来都能轻松当好职业选手的阶
段，我希望孩子们能先完成自己的
学业目标，考上大学之后再来考虑
走职业化的路。”李晓峰说，“这条路
并不好走，在完成学业之后，随着阅
历的增长，思考问题会更全面。我希
望每个人都能三思而后行，不要轻
易踏进职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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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人皇
Sky”的李晓峰。

噪一竿人生几十年
水波浩淼，百亩大明，李民

的家就在明湖边上。从七八岁
起，李民就跟随家里的大人一
起到湖边钓鱼。当时并没有今
天这样先进的器材，李民回忆
说：“扫马路的那种大扫帚，从
里面抽出一根大竹条，拴上家
里缝衣服用的棉线，把大头针
压弯，取一截蒜薹当浮漂，一

根简易鱼竿就大功告成了。”
那时候钓鱼被认为是游手好
闲不务正业，李民说，“经常一
钓就是一箩筐，回家煮着吃，
比现在的鱼多多了。”

拿起了鱼竿，就再也没有
放下，在李民的生活里，钓鱼成了
主角。工作的时候偷闲钓鱼，退休
之后，李民更是全身心投入到钓

鱼中。在周围钓友的帮助下，李民
开起了渔具店，这一开就是将近
20年，店里的顾客也基本是固定
的钓友。李民曾多次在省市级钓
鱼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家里的奖
状已经多得挂不下。身为济南市
钓鱼协会副主席的他，前几天还
出任了山东省108位高手钓鱼排
位赛的裁判长。

噪钓鱼门里道道多
有些人认为钓鱼简单，其实

里面的门道多着呢！钓鱼因方
法 不 同 可 分 为 传 统 钓 、台 钓
(悬坠钓的一种 )和路亚钓几
种，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是
传统钓法。传统钓历史悠久，
也是被国人广泛运用和熟悉
的 钓 法 ，简 单 易 学 又 颇 具 情
调。宋代哲学家邵雍所说“钓
者六物：竿也，线也，浮也，况
也，钩也，饵也”，指的就是平时
百姓生活中的传统钓法。

相对传统钓而言，台钓的技
术性和科学性更高，也是在各类
钓鱼比赛中广泛运用的钓法。李
民说：“传统钓的运气成分更多，
它的实质是把鱼饵放那，等鱼来
吃。而台钓则是通过判断鱼种、
水温、含氧量、水深分层进行投
饵、打窝诱鱼等等。如果说传统
钓是等鱼来，那么竞技钓就是精
准定位，引鱼上钩。”路亚钓也越
来越多地被钓鱼比赛所接受，这
是一种用生物形状的拟饵吸引

鱼类来攻击，这种来自欧美的钓
法十分考验选手的技术。

竞技钓并非不靠运气，但天
气、钓位对选手的发挥也有很大
影响。如果随机抽选到一个好的
钓位，那么这个选手的成绩就差
不了，最好的钓位一般是在一排
钓位的两边，俗称“大边”。钓鱼
的尾数和重量是衡量选手成绩
的两个标准，但是如果是在单一
鱼种的比赛中，钓到其他的鱼类
就不计算成绩。

噪济南钓鱼人口20万
李民介绍，据2012年济南市

钓鱼协会不完全统计，济南市有
将近20万的钓鱼人群。统计数字
不一定准确，但这至少反映了一
件事，钓鱼人群绝对不是少数。济
南这座老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老济南人的生活中，钓鱼更是流
行，用李民的话说，“老济南有这
个传统。”

目前，济南市钓鱼协会大约
有500名会员，这些会员都是痴

爱钓鱼的民间高手。在不久前进
行的山东省108位钓鱼高手排位
赛的选手选拔中，各地市的名额
竞争十分激烈，有些地方甚至达
到了10选1。看看东平湖、雪野湖
边上的渔家乐，吃、住、行、钓可
以一步到位，你就知道民间的钓
鱼爱好者为数甚多。

还未满甲子的李民如今已
经收了12个徒弟，而且个个都是
钓鱼好手。每逢周末空闲，李民

就会约上三五好友，驱车几百里
到省内各大水库的湖边垂钓，俗
称“过个钓鱼瘾”。他的渔具店
也成为钓友约钓小聚和选购
器材的好据点，就像一个俱乐
部的形式将各路钓友联系起
来。每当钓到了鱼，李民就会
在当地放生，或者带回济南，
投放到曲水亭的水里，让更多
钓友有鱼可钓。怡然自得，何
乐不为？

本报讯 山东省体育中心游
泳馆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的跳
水训练基地。从1988年汉城奥运
会开始，每次参加奥运会前，中国
跳水队都到这里集训。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
身计划(2011-2015年)通知和山东省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年)的
要求，公共体育设施应当根据其功
能、特点向公众开放，并在一定时

间和范围内，对学生、老年人和残
疾人优惠或者免费开放。

日前，装修一新的游泳馆已
正式对外开放，将跳水池进行垫
高专门作为青少年游泳培训，并
将价格降到每期900元。省级专业
教练队伍全年招生，小班培训。目
前暑期班开始招生，让青少年感
受一流的基础设施，详情咨询
0531-82072182、82072181。

山东省体育中心游泳馆暑期招生

夏至刚过，6月底的青岛还感
觉 不 到 炎 热 ，温 润 的 海 风 中 ，

“2013平安奥跑日”在奥帆中心如
期举行。22日早晨6点，19岁的盲人
小凤就从旅馆爬起来，等待人生
中最重要的一次跑步。

小凤原名蔡彩凤，由于先天
性疾病，双眼视力几乎为零。但眼
前的黑暗并不能阻拦小凤追求光
明和自由的脚步，从小热爱跑步、
向往自由的她，学会了在生活中
如何乐观、开朗地面对困难。目前
小凤在家乡的一家盲人按摩馆上
班，“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虽然
很累，但是这不算什么。”和记者
相处的时间里，小凤的脸上经常
挂着微笑，她说这次来青岛，是最
开心的旅行。

小凤的表姐裴明月是中国平
安的一名普通员工，恰巧中国平
安与本届奥林匹克日长跑有合作
关系，并愿意资助小凤来青岛。这
次表姐带小凤来青岛，帮她实现

了从未有过的旅行梦和跑步梦。
小凤说，这次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坐
飞机，第一次到海边。在奥帆中心
的海边，小凤和表姐靠在围栏上，
面朝大海。裴明月朝远处指点，“那
里是礁石，还有帆船，还有摩托艇，
还有浪花……”小凤虽然看不见
海，但是从她脸上的笑容可以看
出她很满足。

奥林匹克日长跑的距离并不
长，不到半小时小凤就跑完了。途
中小凤一直身披“为光明而跑”的
条幅，不少选手都停下来为她祝
福，在表姐裴明月的微博上也有
不少网友为之感动并留言。2013

中国平安奥林匹克日长跑结束
了，但小凤追求光明的道路不会
停止。小凤说：“能来青岛参加跑
步活动，感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
的关注，我更有自信了，希望盲人
这个群体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关
爱和包容，祝所有人平安一生。”

(6月22日青岛电)

盲人小凤：为光明而跑
本报记者 叶嘉利

身披“为光明而跑”，小凤（右）在表姐指引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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