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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炕头] 第十二届全运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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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需要转变呀，毕竟比赛之后接受采访是国际惯例，既有利于项
目推广，也可帮助运动员提升自身形象。

没办法，很多人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好的就算了，就怕有些
话被媒体误读，引起风波。比如前两天在游泳馆，我就亲耳听到有记者说，现场
没意思先走了，并交待同伴，“有负面再打电话”。

原本体育界跟媒体关系也很好，因为媒体只是一个声音，官方的，只叫好。
现在不同了，许多媒体敢于质疑，当然也有些媒体是刻意炒作，以往的平衡被
打破，体育人和媒体人之间又没有共同的利益点，这才是矛盾的关键。

媒体眼中体育人冷漠，体育人眼中媒体讨厌，这种扭曲的关系走入怪圈，
双方都需要自省。

微聊全运
别别让让全全运运会会
成成了了““无无声声电电影影””

我发现全运会开始以来，运动员“禁言”的事情层出不穷，很多媒体人对此很
有意见呀。

是呀，之前辛鑫夺冠，我想采访一下山东游泳队的领导们，结果领导用各
种开会推辞，后来才说，辛鑫还有其他比赛项目，现在说多了会影响到她后面
的发挥。

这些体育官员干吗总把媒体当作对立面，总担心干坏事，给他们惹麻烦。

我感觉主要是领导想太多了，唯恐运动员哪一句话说错了，被外界抓住把
柄。实际上，运动员都聪明着呢，在获得了好成绩的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
么，他们都门儿清。

很多运动员不接受采访，常被解读为素质低，运动队也被认为冷漠、不尊
重媒体，但这里面也有深层原因。在很多体育官员的认知中，他们跟媒体完全
两回事。媒体、群众对其升迁、奖金作用微乎其微。相反，跟媒体打交道，风险却
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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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儿你真有才！粉丝为叶诗文加油，举着英文谐音的牌
子，意思刚好是“耶！她赢”。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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