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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16时，第十二届全
国运动会闭幕式在沈阳举行。本
届全运会共决出574．5枚金牌、
525枚银牌和553．5枚铜牌，共有
33个代表团获得金牌，36个代表
团获得奖牌，38个代表团获得前
八名的成绩。在本届全运会上，
延续多年的“东道主必夺第一”
的定律被打破，山东代表团、东
道主辽宁队和广东代表团在金
牌榜上分列前三位。

本届全运会的闭幕式演出
在室内进行，由于场地有限，每
个代表团仅有四人参加闭幕式。
尽管闭幕式的场地上可以有豪
华的灯光、复杂的舞台，但本着
节俭朴素理念，闭幕式团队选择
设计了简单而大方，象征天圆地
方、厚德载物的仪式台。这个仪

式台同时也是展示台，摒弃了
以往惯用的灯光舞美渲染，呈
现一台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融
合的闭幕式。在开幕式上备受
瞩目的观众互动，在闭幕式仍
然有很好的表现，全场观众热情
欢呼，舞动手中的国旗，频频掀
起高潮。

闭幕式上的四个展示项目
分别为武术、艺术体操、花式跳
绳和花式踢毽，体现竞技体育对
全民健身的示范引领，呈现刚柔
并济、动静相宜的展示效果。武
术由数十名青少年和参加全运
会的9名武术运动员展示，他们
中年龄最小的仅5岁。艺术体操
由来自辽宁省艺术体操队的 6
名全运会选手和体操爱好者共
同呈现。而花式跳绳和花式踢
毽则是在辽宁大地非常受欢迎
的群众体育项目。“全运会闭幕
式以‘全民健身、共享全运’为主

题，坚持‘全民参与、回归体育、
节俭朴素’的理念，与开幕式首
尾呼应。与气势磅礴、大写意风
格的开幕式不同，闭幕式‘辽宁
省群众体育项目展示’环节以

‘精炼、精致、精雅’见长。”十二
运开、闭幕式总导演杨嵘这样告
诉记者。

在现场的展示节目结束之
后，辽宁歌手吴晓丹、杨侃激情
演唱本届全运会会歌《梦想的翅
膀》。场内，由真人扮演的本届全
运会吉祥物斑海豹“宁宁”在场
地中心伴随音乐翩翩起舞，拉拉
操队员围场一圈挥舞着手中五
彩缤纷的花球跳跃助兴。采自大
连老铁山百年灯塔下的全运会
圣火，在沈阳奥林匹克中心熊熊
燃烧了13天，于12日傍晚缓缓熄
灭。伴随着火炬熄灭，2013年全
运会圆满闭幕。2017年，十三运
将在天津举办。

收官日山东男篮再收一金，山东代表团65金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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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人人涌涌现现可可别别昙昙花花一一现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昨天咱们聊的全运老将，
最后就说说全运新星吧。今年的全运会上涌现
了不少小将，他们在各自的项目上大有“抢班夺
权”的趋势，不仅对名将产生冲击，有些更是创
出了让人亮眼的成绩。

这次全运会，很多项目的确涌现出不少新
人，值得欣喜。像男子游泳，20岁的宁泽涛夺得
双冠，还打破两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对中国男子
短距离游泳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还有乒乓球，16岁的樊振东连斩张继科、许
昕两位名将进决赛，19岁的山东姑娘陈梦也是
力克丁宁等好手一路闯关。国乒总教练刘国梁
都说樊振东是这次全运会乒乓球赛的“最大亮
点”，给大家带来惊喜，也让人们看到希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队员在全运这个舞
台大放异彩呢？

的确是有这样一些不太好的苗头，全运会
上突然一鸣惊人，然后又泯然于众人，这些“昙
花一现”的运动员一出现就成了体坛的惊叹号，
最后却变成了省略号。

当然，新人表现好与现在训练条件提升有
很大关系。原来很少有队伍为了全运会而选择
出国备战，现在都是说走就走的节奏，这让年轻
运动员获益匪浅。同时，年轻队员成长也离不开
优秀成熟运动员的带领，像樊振东就是受王皓
的熏陶，陈梦也说多亏李晓霞的引领。

全运会结束了，我们几个这样聊也是最后
一次了，真的要在最后感谢咱们的读者，听我们
仨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天。一届全运会，酸甜苦
辣的故事太多，咱们聊的也只是一星半点。相信
就算过去很久，全运会上的一些人和事还会留
在大家的心中。

所以新人的进步、提高、成熟，是一个可持
续性发展的问题，既不能压制，也不可拔苗助
长。既需要科学先进的训练方法，也需要系统地
引领他们成长。这样才能让更多新人，科学健
康、符合规律地“冒头”。

本报沈阳9月12日讯（记者
胡建明 李志刚） 9月12日上
午，本届全运会成年组篮球赛三、
四名决赛在沈阳举行，山东男篮
最终以63：56战胜江苏队获得季
军。按照规则，这个季军能为山东
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样，山东
代表团的总金牌数就锁定为65
枚，雄踞全运金牌榜第一名。

这一成绩不仅创造了山东
代表团全运历史最好成绩，还终
结了八运会以来东道主雄踞榜
首的“东道主魔咒”。此外，山东
代表团还收获了本届全运会的
体育道德风尚奖。全运会结束
后，山东代表团将对获奖运动员
进行适当的奖励。据了解，每一
枚金牌的获得者能获奖励25万。

本届全运会我省共派出了
838名运动员，参加了28个大项、
34个分项、283个小项的比赛，参
赛人数和小项数均创历史新高。
山东代表团共获得65枚金牌、
47 .5枚银牌、43枚铜牌，奖牌总数
155 .5枚，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创
山东参赛全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并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此
外山东运动员还打破1项亚洲纪
录，9人7次打破6项全国纪录。

不包括伦敦奥运会带入成
绩，山东代表团共在19个分项上
获得金牌，占34个参赛分项的
56%，在26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占

76%，夺金项目和夺得奖牌的项
目进一步扩大。重点优势项目进
一步巩固了优势，举重、柔道等
重竞技项目获得8枚金牌，皮划
艇、赛艇项目获得7枚金牌，田径
项目获得6枚金牌，自行车项目
获得6枚金牌，射击项目获得3枚
金牌，乒乓球项目获得2 . 5枚金
牌，射箭项目获得2枚金牌。新上
的橄榄球项目包揽了男女两个
项目的冠军，收获了四枚金牌。
弱势项目中的跳水项目由小将
刘昕获得一枚金牌。

以李晓霞、张成龙、周璐璐等
奥运冠军为代表的老运动员继续
稳定发挥，仍是山东代表团的中
坚力量，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
我省参赛运动员中，首次参赛的
年轻选手532人，占运动员总数的
64%，他们在比赛中获得金牌20
枚，占总数的近40%。其中，游泳运
动员辛鑫，跳水运动员刘昕，射箭
运动员崔圆圆，田径运动员薛长
锐、姜晓丽，乒乓球运动员陈梦，
举重运动员谢虹丽，自行车运动
员马光通等人今后都将成为我省
竞技体育的中坚力量。

通过这次全运会，山东代表
团在一些项目上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像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足
球、游泳这两个项目都没有发挥
出应有的水平。此外，拳击也未
能完成赛前制定的任务。

本报记者 胡建明 李志刚
9月12日发自沈阳

通过这次全运会，山东代
表团不仅收获了让人羡慕的金
牌总数，而且还通过观看比赛
得到了一些新启发。像山东省
体育局局长张松林在看到51岁
的射击选手高娥获得全运金牌
后，就发出感概：“像射击这种
运动，发现和培养一个人才不
容易，如果能多打几年，一定要
把这种专业当做职业去做。”他
还透露，省体育局可能会动员
杜丽参加下届全运会。

在这次比赛中，山东射击
队获得了三枚金牌，应该说是
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可即便是
这样，张松林对射击队还是提
出了新的期望：“高娥都51岁了
还能参加比赛并且夺冠，45岁
的张永杰能在时隔16年后再夺
冠，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射击
是一个值得坚持的项目。这两
个人应该让杜丽受到教育，下
一届全运会，她要提着枪上
阵。”

杜丽或将复出

参加下届全运会

是的，还有上海15岁的女子游泳小将陈欣
怡也很猛，第一次亮相全运会就晃了大家的眼，
勇夺四金。我看到中国游泳队前总教练陈运鹏
评价这姑娘，说２０１０年从业余体校到上海队并
再次跳级直通国家队的陈欣怡“将会成为世界
自由泳短距离的主宰”。

竞技体育靠成绩说话，只有在国内拔尖，
才有更多机会站上更大的舞台。所以全运会是
新人证明自己的舞台，也是展翅高飞的开始。

但我发现，以前的全运会也会冒出不少新
人，但有些在全运会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有些是因为过早、过度开发，后劲不足。另
外很多项目的运动员没有把自己的项目当职
业。一旦有了能保障生计的成绩，就容易产生疲
惫退隐的心理。

没错。相信外界都希望今年涌现的新人能
挑起今后中国体育的大梁，不要成为过眼云烟。

闭幕式上，花式踢毽、武术等群众体育项目仍是主
流。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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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更显精致，继续贯彻节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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