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的火炕，
浓缩着太多的精
彩。这里不仅仅是
老百姓的休憩之
处，更是饭桌和讲
台。

这里不是熙
熙攘攘的楼堂馆
所，一言一句都从
民间视角出发，所
以更具平民特色。
对这届全运会怎
么看，不妨屈身盘
腿，坐在这大火炕
上聊一聊。

全全运运会会给给你你““关关外外””的的精精彩彩

特约记者 姚国繁

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全
运会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北上
广轮流坐庄，到了最近两届，
才轮到江苏和山东分别主办，4

年前，辽宁得偿所愿，历史上

首次拿到了全运会主办权。从
上一届山东，到本届辽宁，全运
会确实是真正意义上完成了“闯
关东”，既然是史上首办，辽宁自
然是有别于往届东道主，“辽宁
特色”几乎无处不在。

辽宁全运的第一大特色就
是“速度”。对于一个从未举办过
全运会的省份来说，所有的准
备工作都是陌生的，都是从零
开始，到今年年初，也就是申办
成功4周年这个节点，辽宁全运
的场馆基本完成：办十二运共
需场馆117个，其中比赛场馆64

个，新建场馆只有25个。高效、快
速，在硬件方面，辽宁已经修炼

好了“内功”。
刚柔并济，这是辽宁的另一

大特色。这既体现在辽军参赛阵
容方面，也涵盖了全运会相关服
务保障团队方面。今年7月16日，
辽宁代表团成立，这支十二运规
模最大参赛队伍的928名运动
员，将参加全部31个大项、277

个小项的比赛。众所周知的
是，1993年七运会，辽宁首度登
顶，本届全运会，辽军非常低
调，辽军能否借东道主之利再
度位居榜首，非常值得期待。
在赛事服务上，全运村已于 8

月18日开村，大约3 . 5万人的志
愿者大军中，赛会志愿者约1 . 5

万人，城市志愿者约2万人，这
些志愿者队伍将为辽宁全运会
起到润滑作用。

对于外地朋友来说，12年
前的国足十强赛，让他们感受
到了辽宁，感受到了沈阳特有
的热情和豪放，充分地领略了
足球风水宝地的魅力，这只是
一个侧面。举全省之力的十二
运即将到来，这里的烤肉、大
冷面、老四季鸡架抻面、烤串、
海鲜、二人转，会让你深刻体
会到什么是辽宁饮食文化和
精神文化的特色。

（作者系辽沈晚报体育部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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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恺玲

当全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的时候，关于这一届全运会如
何省钱、如何节俭的消息越来
越多见诸报端。自1987年第六
届全运会之后，本届全运会是
首次恢复白天举办开幕式，节
省了灯光电力费用支出。而开
幕式的展演时间也大幅度缩减
为23分钟，所以总预算仅为原
计划的十分之一。

各项接待活动也一律从简，
取消欢迎、答谢宴会，一律安排
自助餐并注意节俭等等。而最花
钱的场馆建设，组委会也是能省
则省，能不新建就不新建，有些
则建在大学内，避免了赛后闲置
的问题。

看来为了省钱，全运会组委
会可是煞费苦心，决定素面朝天
面对世人了。听到这个消息，除
了让人振奋外，更让人敬佩组委
会的勇气。现在这个社会，啥都
讲究个包装。如今有多少美女是
敢完全素颜示人的？正因如此，
才会有人推崇那些个“素颜女
神”，因为素颜需要底子，没有底
子，素颜就变成了自毁形象。

节俭办全运，化繁为简之
后，没有过多耀眼的东西，人们
也能将视线回归体育本身。不
过节俭不代表简略，那些门面
的东西可以没有，但赛会的细
节必须有。这样一届缺少修饰
的全运会，必须有更多经得起
考验的细致服务，能让老百姓
感受到体育福利，否则也难免
遭受诟病。

要素颜
更要细节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淡化金牌”的说法，在中
国由来已久。2008年北京奥运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登上
金牌榜首的宝座；2010年广州亚
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豪取199

枚金牌，这两次大赛过后，也许
是“审美疲劳”的原因，“淡化金
牌”的说法被提得很高、喊得很

响，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体育
代表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创造“境外参赛”最好成绩。2013

年辽宁十二运即将开幕，“淡化
金牌”又成了挂在大家嘴边的
一个话题，但事实上，这是一项
系统工程，绝非朝夕之功。

近期，据辽宁媒体透露，
该省虽为东道主，在本届全运
会上却没有“必夺金牌第一”
的压力，在很多人看来，这就
是“淡化金牌”的一项重要举
措。当然，凡事我们不仅要“听
其言”，还得“观其行”，如果

“淡化金牌”只停留在口头上，
那就失去了意义。要想让“淡
化金牌”落到实处，以我们的
国情来看，首先就需要从国家
体育总局的层面上降低“金牌

考核”的比重，大力发展群众
体育，让体育回归本义，将更
多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群众性
体育运动，只是这场大变革不
仅涉及竞技体育从业者(管理
者、教练员、运动员)的切身利
益，还会逐渐涉及到国家体育
总局的权力和利益，做起来，
真的是谈何容易。

多年以来，中国体育界一
直在大力宣扬奥林匹克“更高
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却在有
意无意之间忽略顾拜旦的另一
句名言：“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
服，而是奋力拼搏。”只有整个
社会能够深刻理解、践行、激赏

“奋斗、拼搏”自身的意义，我们
才能够真正做到“淡化金牌”。

本报记者 刘伟

在某门户网站一项民意
调查中，有超半数网友表示，
从来不看全运会的比赛。舆论
也表示，从最近国青惨败，到
之前男篮菲律宾之耻，全运会
作为幕后黑手，脱不了干系。
算上近几届全运会，赛事黑幕
频频爆出，身为中国顶级综合
性赛事，却人人谈之色变，全
运会真有那么可怕？

要想理解全运会的意义，
必须对全运会有一个全面的
认识。从竞技层面来说，全运
会是检验我国体育发展成果
的重要平台，也是奥运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体制的
问题，全运会功利色彩比较
浓，省市间的壁垒，对人才流
通构成一定阻碍，其缺陷毋庸
讳言，也是被诟病的源头。

然而由此全面否定全运，
未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作为
综合性运动会，全运的带动不
仅在竞技场，还体现在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南京作为十
运会主会场，在赛事带动下，
现代化进程加快，主赛场河西
地区同以前相比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作为十一运会举
办地，济南的城市形象也在全
运会后有了很大改观，奥体中

心的崛起，带动了东部新城的
发展，全运点滴至今仍能在泉
城感受得到。

除了城市建设，重要的还
有全运设施，它为全民健身留
下一笔宝贵财富。再以济南为
例，奥体中心为市民健身提供
了方便，老百姓健身的场所、
器材多了，健身热情也被调动
起来。借助全民健身日、全运
会开幕日等节点，山东省全民
健身也在进一步推进，或许这
才是全运会带给普通人真正
的实惠。

终止全运乱象，改革举国
体制，切断“唯金牌”的利益链
是根本，但这些不是质疑全运
存在的理由。如何趋利避害，
让全运会在竞技和综合影响
力上提升，注定是一个长久的
话题。

淡化金牌乃是系统工程

莫再谈全运而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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