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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牌榜
排行 国家和地区 金 银 铜 总数

1 中国 16 11 9 36

2 法国 12 14 15 41

3 澳大利亚 12 7 5 24

4 美国 11 20 20 51

5 英国 10 10 12 32

6 韩国 9 6 5 20

7 日本 8 5 8 21

8 意大利 6 8 4 18

9 荷兰 5 4 4 13

10 德国 4 3 2 9

（截至2024年8月4日1时）

羽毛球

8月4日21：00男双决赛
梁伟铿/王昶（中国）李洋/王齐麟（中国台北）

乒乓球

8月4日20：30男单决赛
樊振东（中国）VS莫雷加德（瑞典）

体操

8月4日21：00男子吊环决赛
邹敬园、刘洋

排球

8月4日23：00女排小组赛
中国队VS塞尔维亚队

田径

8月5日03：50男子百米飞人大战

今日看点

雨霏的回击，霸气
“美国的菲尔普斯、莱德茨基那么厉害，你们怎

么不去质疑？！”面对外媒反复纠缠的兴奋剂话题，

我国泳坛“蝶后”、七枚奥运奖牌获得者张雨霏的霸

气回击，不仅是对无端质疑的有力回应，更是对体

育精神与公平竞争的深刻诠释。

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每一个运动员都付出了

无数的辛劳和努力，他们的成功是汗水与泪水的结

晶，而非任何不正当手段的产物。张雨霏的霸气回

击，既表达了对清者自清的自信，也表达了对所有

运动员努力的尊重。

事实上，某些西方国家和媒体，一直带着“有色

眼镜”看中国，针对中国在经济、科技、体育等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心理不平衡，他们所谓的“中国威胁

论”都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都是出于见不得人好

的嫉妒心理。

中国游泳队一直以来都在积极配合国际反兴

奋剂机构的检测工作，检测次数之多，频次之高，都

彰显了中国体育界对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视和决

心。然而，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外媒选择性地忽视

这些事实，对中国运动员进行无端的质疑和攻击。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中国运动员的不尊重，更是对

体育精神的亵渎。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有喜庆，

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某些西

方发达国家，永远学不会中华文化有容乃大的豁达

和包容。经常采取打压别人、太高自己的“零和博

弈”手段，这很不利于世界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张雨霏的回击，不仅仅是对外媒的回应，更是

对所有运动员的鼓舞。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

无论面对怎样的质疑和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和追求，用实力和成绩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价值。

这种精神，正是体育精神的核心所在，也是每一个

运动员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张雨霏的霸气回击，不仅展现了她个人的勇气

和智慧，更彰显了中国运动员的尊严和荣誉。她的

行动告诉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困难，都要

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用实力和成绩来证明自己

的清白和价值。

英国伟大诗人说过：“妒忌奴役着卑微的小人，

却唤起勇者的竞争”。雨菲，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

去。中国游泳明天会更好！ （陈大平）

逼自己一把

为梦想战斗

国羽包揽
女双金银牌
新华社巴黎8月3日电（记者许仕豪、周楚

昀）在3日进行的巴黎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中，

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以22：20、21：15战胜队

友刘圣书/谭宁，两对组合分获金、银牌。

这是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国羽再次实

现女双决赛会师。首局比赛，双方比分交替上

升，但刘圣书/谭宁率先抓住机会，一度手握四

个赛点。关键时刻，“凡尘”组合展现出更深厚

的实力，她们连追6分，以22：20拿下第一局。

进入次局，刚刚完成逆转的陈清晨/贾一

凡士气更盛。她们开局就以4：1领先，随后面

对对手追分依然占据主动，最终以21：15锁定

胜局。

赛后，四名队员一同身披国旗绕场致

意。这是“凡尘”组合的首枚奥运金牌，在东

京奥运会决赛中，她们被印尼组合波莉/拉

哈尤击败。

女双铜牌战中，日本组合松山奈未/志

田千阳以两个21：11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陈

康乐/蒂娜。

当日上午还进行了女单四分之一决

赛的比拼。中国选手何冰娇以21：16、

21：17战胜队友陈雨菲，将在半决赛中

对阵西班牙名将马林。另外两名晋级

四强的选手是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

洗莹和印尼选手玛丽斯卡。

2002年10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
十堰市，6岁开始学习打网球。16岁
时加法网、温网、美网青少年组比赛，
均打进16强。

2023年杭州亚运会夺得女单冠
军。2024年，获澳网亚军，世界排名
跃升第7。法国网球公开赛上列为7
号种子，是继李娜之后，中国球员首次
在大贯赛事上列入前8的大号种子。
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

郑钦文小档案

郑钦文夺网球女单金牌，创造历史

8月3日晚，在巴黎
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
中，首次参加奥运会的
中国队选手郑钦文以
2：0战胜克罗地亚队选
手维基奇，摘得金牌。
这是2004年雅典奥运
会李婷/孙甜甜女双夺
金后，中国网球队收获
的又一枚金牌，也是中
国网球队夺得的首枚奥
运会女单金牌！

奥运大侃台

3年多世界排名飙升700名

郑钦文，湖北省十堰市人，6岁便表现出体育

天赋。当地的网球教练很快发现，这个小女孩的

力量明显比同龄人强，说她有“冠军相”。

2010年，郑钦文到武汉学球。武汉良好的网

球训练环境，给郑钦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训练的一批女孩子中，郑钦文给人的

印象最深，她训练肯动脑子，又能吃苦，

大家都觉得她能打得出来。”据郑钦文

当时的体能教练余曾勇介绍。

郑钦文对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认识得很清楚，“我是一个非常具

有进攻性的球员，但之前我的打法

就是缺乏耐心。所以后来我就一直

调整，在保持进攻犀利的同时，让自

己冷静下来，一分一分去处理，目前我

觉得自己还是做得挺好的。”郑钦文说。

很快郑钦文开始收获成绩：2014年9

月，郑钦文赢得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

U12岁组别单、双打两项冠军。之后进入到

了北京的网球学校，师从著名外教卡洛斯。

到16岁时，她参加了法网、温网、美网青少年组

比赛，均打进了16强。

2019年末，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仅在700名开

外，两年多之后，她的世界排名就蹿升到了前100

以内，再到如今世界排名第8位，她已经完成了自己

世界排名冲进前10的梦想。“火箭女孩”，这个外号

贴切地反映了郑钦文在世界网坛的跃升速度。

曾发球把对手打到骨折

虽然在网球世界中，还属于相对年轻的新生

代选手，但郑钦文已经有了一个霸气十足的绰号

——“女王”。这来自她名字的谐音，她被球迷和

媒体称为“Queen（女王）Wen”。从默默无闻的

小将，到声名鹊起的天才少女，郑钦文的崛起之

路，不只是天赋那么简单。

郑钦文的网球天赋毋庸置疑——1.78米的身

高，加上不错的移动和力量，给她的发展打下了基

础，也让她早年间的选择显得颇为明智。

或许一切都是天注定，她的身材堪称绝佳的

网球材料，而她主动拿起球拍的热情，也让她有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个流传颇广的轶事是——郑钦文在12岁

时参加一次全国比赛，竟然发出了时速170公里

的发球，将对手的手打到骨折……

“没遇见过这样执着的球员”

但除了天赋，郑钦文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

网球上投入的精力和汗水。

“我人生中没有见过任何其他球员像钦文那样

努力。”今年澳网期间，郑钦文的教练佩雷·里巴也忍

不住在接受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叹。

“她永远准备好了训练，一直非常刻苦。很久以

前，在我们刚开始合作的第一周，早上7点我们去训

练，练了很久，第二天同样如此，第三天还是这样。

我原本以为过了四五天，她会说累了，但她没有。”

“我甚至有点生气了，有时甚至会因此争吵，

因为她总是想练得更多，但我必须要让她停下

来。我从没遇见过这样的球员，你可以想象，她对

梦想有多么执着。”

多年从事网球教练工作、执教过多名中国球

员的南京体育学院网球学院副院长姜惟也表示，

郑钦文的确堪称一位“追求极致”的球手。

“在比赛中，你也会遭遇极限的状态，需要在

很疲劳的情况下咬牙扛住，如果训练中经历过

这种状态，顶过去了，对比赛的适应就会更好。”

“当然，类似的训练需要有，但也会把控科

学的强度和频率，否则会增加伤病。”

“逼自己一把”的信念功不可没

虽然年纪不大，但郑钦文对于自己的严格

要求却是早早就已经养成。

她在西班牙训练多年，即使前几年全球

遭遇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在海外奔波比

赛。而为了尽可能保护自己，她甚至一度和

团队在欧洲开车旅行。

“我们从巴塞罗那开车到德国、意大利、

捷克……有时候要在车上待17个小时，加上

停车吃饭的时间有22个小时。”

“因为参加每一项赛事都很不容易，所以

你会发自内心地希望打出好成绩。我不希望

在首轮输球，接着再开车22小时回家。”

在不断前进的路上，强大的心理和“逼

自己一把”的信念功不可没，“我觉得年轻

人必须出去闯荡，为自己的梦想战斗。”郑

钦文的解释十分简洁直白。

虽然青少年时期崇拜李娜、小威等女

子名将，但在当今的职业网球圈里，郑钦

文并不将任何球员视为偶像，“因为要和

她们同台竞争，要想打赢她们，就不能把

她们放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仰视，应该

去平视她们。”

（综合新华社 央视新闻 湖北日报
中新社）

陈梦卫冕乒乓球女单冠军
新华社巴黎8月3日电（记者季嘉东、

岳冉冉）在3日进行的巴黎奥运会乒乓球

女子单打决赛中，东京奥运会冠军陈梦以

4：2战胜孙颖莎，成功卫冕。自1988年奥

运会以来，国乒从未让女单金牌旁落。

东京奥运会女单决赛，陈梦就是以4：

2战胜孙颖莎，首次问鼎奥运。

时隔三年，两人再度会师奥运决赛。

孙颖莎率先进入状态，以11：4赢下第一

局，陈梦以11：7拿下第二局。第三局，两

人频繁进入多拍僵持，孙颖莎失误较多，

陈梦以11：4反超局分。第四局，孙颖莎

在10：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至10：9，请求

暂停后以11：9获胜，追平大比分。第五

局，两人交替领先，战至9：9时陈梦连得两

分，大比分3：2领先。第六局，陈梦在9：6

领先时请求暂停后连得两分，以11：6获

胜，赢得冠军。

在铜牌赛中，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以

4：2战胜韩国选手申裕斌，摘得铜牌。

郑钦文郑钦文

陈梦陈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