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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泸州老窖六年陈头曲杯”象棋锦标赛成功举办

近近百百名名象象棋棋手手博博弈弈方方寸寸之之间间
本报7月12日讯(通讯员 魏仕

勤 记者 王晓霜 王领娣 ) 由
滨州市体育总会、滨州市象棋协会、
齐鲁晚报今日滨州主办，泸州老窖
酒滨州总代理承办的“泸州老窖六
年陈头曲杯”滨州市象棋锦标赛于
12日在滨州市体育馆拉开帷幕。来
自滨州各个县区象棋协会以及象棋
爱好者共近百名棋手在一天时间里
参与博弈，一决高下。

上午7：30，距离比赛开始还有
不到一个小时，棋手们已经开始陆
续报到。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本次
比赛的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
人，也有十来岁的小朋友。比赛还没
开始，棋手们就已经摩拳擦掌，摆好
棋盘，提前开始了赛前热身。也有不
少棋手在手机上玩象棋游戏，为一
会的比赛做准备。

8:30，简单的开幕仪式之后，象
棋锦标赛正式开始。滨州市象棋协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满玉清介绍，这
次比赛前修改了竞赛办法，改为采
用积分编排制，共赛九轮，基本用时
每方十五分钟，每走一步棋加3秒，
先超时者判负。满玉清说，这次比赛
共有100余人报名，参赛人员有92
人，“比赛开始前仍有不少人在报
名。”

象棋是我国正式开展的78个体
育项目之一，滨州市自2001年开展
象棋比赛以来,为爱好棋类的学生
提供了一个展示和锻炼的平台,今
年的参与人数和竞技水平有大幅提
高。“往年平均每年会举办两场比
赛，但参赛人数一般在50人左右，所
以此次比赛是滨州规模最大的一次
象棋比赛。”

中国象棋历史悠久，难易适中，
基本规则简明易懂，古今中外男女
老少皆宜，变化丰富细腻，棋盘棋子
文字都体现了中国文化。象棋现在
则被视为是怡神益智的一种有益身
心的活动，在中国有着数以亿计的
爱好者。而在滨州也有着成千上万
的棋迷，其中，经常参加比赛的就有
三四百人。“象棋不仅能丰富文化生
活，陶冶情操，更有助于开发智力，
启迪思维，锻炼辨证分析能力和培
养顽强的意志。”满玉清介绍。

本次比赛只设个人赛，历时一
天。最终，齐吉庆、房云强、张卫滨分
别获得比赛前三名。据了解，这三人
可以称得上滨州象棋届的“黑马”，
作为“新人”的他们此前均未在滨州
市举办的正规比赛中获得名次。

比赛场外

泸州老窖作为本次活动的赞助
商，除了为获得名次的选手提供了
丰厚的奖品之外，还为每位参赛选
手提供一瓶泸州老窖二曲酒。谈起
此次活动的意义，泸州老窖滨州地
区总代理魏延波说，“每次在滨州街
头总能看到街边下象棋的都是里三
层外三层，感觉滨州下象棋的氛围
很浓厚，就想为棋迷搭建一个平台，
让棋友能有机会相互切磋，促进交
流，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奖品，以此来
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其实，魏延波本身是一位棋迷，
有时与棋友对弈都忘记时间，“印象
中最深刻的一次是下象棋下了一
天，感觉时间都停止了，全世界只有
我和那位棋友，更不用说吃饭了。”
魏延波说，虽然不提倡大家这样做，
但是象棋作为一项参与面很广的比
赛，老少皆宜，里面蕴涵着丰富的知
识与智慧 ,对开发青少年的智力 ,培
养成年人的商战头脑及老年人修身
养性都大有益处。“看到今天来参加
比赛的选手好多未成年人，还有很
多年迈的老者，感觉挺意外的，希望
能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象
棋，喜欢象棋，壮大滨州的棋迷队
伍。”

本报记者 王领娣 王晓霜

赞助商魏延波
是位忠实棋迷

新人选手意外夺冠军
齐吉庆之前最好成绩是16名

12日下午4点左右，滨州市象
棋锦标赛进入第九轮的争霸赛，随
着1号台参赛选手房云强和王鹏程
宣布和棋后，不少人开始私下议论
说：“他们和棋了，是不是齐吉庆是
冠军呀。”不一会，主席台前贴出此
次滨州市象棋锦标赛的名次表，第
一名齐吉庆，第二名房云强，第三
名张卫滨……不少参赛选手围在
名次表前寻找自己的名次。

名次表前有人说：“第一名齐
吉庆是谁？”原来齐吉庆在滨州的
象棋比赛中，还未进过前十名，“每
年两次的比赛都会依次排名，并角
逐出冠亚军，但是我参赛以来，最
好的名次是第16名，没想到在高手
如云的比赛现场，今天能获得冠
军。”齐吉庆说。

齐吉庆在九轮比赛中，以7胜1
和1负积7 . 5分的优秀战绩，成为
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最后一轮我

和牛金雪，房云强和王鹏程同积六
点五分，比赛到了非常紧张的局
面，我的对手是今年滨州市象棋等
级分排名第一，而且我俩之前没有
对弈过，比赛开始还有些紧张。”齐
吉利说，最后经过二十八回合激烈
对攻厮杀，我最终获胜赢得本次比
赛冠军，感觉非常高兴，第一次获
得这么好的成绩。

今年41岁的齐吉庆从十岁左
右就开始学习下象棋，“那时是跟
着村里的老人学习下棋，有时看他
们下棋能忘记吃饭。”齐吉庆说，

“很长时间之前就知道要举办象棋
锦标赛了，因为之前名次一直不理
想，所以这次比赛之前加强了训
练，比赛前二十天只要有时间我就
去智星棋院魏士勤老师与他切磋
棋技，这对我提高技术有了很大的
帮助。”

本报记者 王领娣 王晓霜

12日，滨州象棋锦标赛现场，近百名棋手一决高下。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现场有不少六七十岁的老棋手。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小棋王”痴迷象棋9年
徐静茹不背布局，灵活应对具体情况

前来参加比赛的棋手中，女选
手屈指可数，26号桌小将徐静茹比
赛桌前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赛，徐
静茹每走一步，都有人点头表示赞
许，最后徐静茹一招马走日“吃掉”
对手的“将”赢得首盘比赛的胜利。

徐静茹说，她今年14岁，下象
棋已有近10年的时间，原来她父亲
是一位资深棋迷，在父亲潜移默化
影响下，她从5岁就开始接触象棋，
没想到对象棋的热爱一发不可收
拾，经常自己琢磨象棋技巧，一想
起来甚至忘记吃饭。随着水平的增
长，徐静茹的父亲给她报了一个象
棋学校的辅导班，帮助她进一步学
习。

虽然徐静茹年纪小，但她告诉
记者，她已经多次参与全省的中小
学生象棋比赛，多次获得第一名，
而且在全国象棋比赛中，她还获得
了第八名的好成绩。

“我平时只要有空就会在网上
与人对弈，现在因为面临升高中，
学业变重，所以下棋的时间变少

了，但我暑假还是会按照老师的要
求去辅导班学习。”徐静茹说，对她
来说下象棋没有窍门，主要就是多
动脑子，“俗话说‘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所以下象棋要边走边想，前后
思索，谨慎走好每一步。”

至于网上流传的“象棋技巧”、
“象棋布局”之类的“锦囊”，徐静茹
说，这或许是前辈们总结的一套精
华，但是她不会参考，“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下棋思路和方式方法，我一
般都是根据每盘棋的具体情况自
己灵活应对，不会死记硬背。”谈起
下象棋的好处，徐静茹说，她本身
就是象棋的受益者，大概是因为从
小下象棋，经常动脑子的原因，她
的成绩一直在班级排名前三。

“这个月中旬，省里的比赛要
开始了，今天我和三个朋友一起从
博兴赶到滨州参加全市的比赛，首
先是因为喜欢，再就是为了接下来
的比赛练练手，争取再获得第一
名。”徐静茹说。

本报记者 王领娣 王晓霜

冠军齐吉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为数不多的女棋手徐静茹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U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