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中国职工台球大赛大庆站启幕
本报讯 （记者张世光 实习生张鑫 王家培）5月 26

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指导，中国职工文化体育

协会、黑龙江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5年中国职工台球大

赛“铁人杯”大庆站比赛，在大庆油田体育馆火热开赛。

作为全国性职工体育赛事，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33支职工代表队同场竞技。开幕式上，大庆油田职工合唱

团演唱了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以及纪念铁人王进喜100
周年诞辰原创歌曲《把血加热再出发》，大会还邀请了来自大

庆油田的全国劳模张金友和与会嘉宾共同为本次赛事开杆。

作为2025中国职工台球大赛的第二站，大庆站赛事的举

办，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职工体育文化建设，助力全民健身战略。

大庆油田作为新中国工业战线的旗帜，其“爱国、创

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与新时代职工“拼搏、协作、创

新、超越”的体育精神高度契合。举办此次中国职工台球

大赛，旨在进一步丰富职工的文体生活，助力职工体育工

作发展，传承“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大庆油田有限责任

公司群团工作部宣传文体部部长苏伟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比赛，让职工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也能深刻理解“铁人

精神”“大庆精神”的内涵。本站比赛将于 5月 29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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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赛首次出现全外籍裁判组，判罚争议整体较上赛季减少——

中职篮裁判制度改革仍在路上中职篮裁判制度改革仍在路上
本报记者 刘兵

经过 6个多月的激烈争夺，2024-2025赛

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近日落下帷

幕。浙江广厦队在总决赛中击败北京北汽队，

成为CBA历史上第八支获得总冠军的球队。

众所周知，裁判在 CBA 联赛发展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赛季，为提升执裁水

平，中国篮协邀请了 6 名外籍裁判参与半决

赛和总决赛执裁，其中总决赛部分场次还首

次出现全外籍裁判组吹罚。虽然仍存在一些

判罚争议，但外籍裁判员的整体表现基本受

到认可。中国篮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加速裁判制度

改革，着力提升本土裁判的执裁水平。

季后赛历史的首次

本赛季 CBA 总决赛首场角逐，联赛历史

上首次由全外籍裁判吹罚。在第三场以及决

定最终比分的第六场较量中，也全部由外籍

裁判吹罚。

本赛季 CBA 各队实力差距缩小，联赛格

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季后赛精彩上演的同

时，判罚争议随之增多。为减少判罚争议，提

升执裁水平，半决赛开赛前，中国篮协邀请 6
位外籍裁判（3名欧洲籍、3名亚洲籍）来国内

参与执裁。这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时隔 11
年邀请外籍裁判执法后，再度邀请“洋哨”加

盟，且力度明显增强。

记者从中国篮协裁判员委员会获悉，本

次中国篮协对标国际篮联标准，评价裁判的

标准不仅仅是正判率或错漏判情况，更重要

的是裁判需要在判罚尺度和比赛流畅性之间

寻求平衡。总决赛中，前四场比赛的全场执

裁质量分别为 100%、81.25%、80%、92%。

篮协裁委会负责人认为，虽然单场比赛

数据上略有起伏，但总体来说，外籍裁判员的

执裁尺度比较统一，对比赛走势整体把控基

本到位，保证了比赛平稳、有序进行。

不过，有外籍裁判员参与的执裁仍有提

升空间。如总决赛第二场比赛的判罚次数较

多，其中包含一些不必要的轻微接触判罚；第

三场比赛对于启动走步存在漏判情况；第四

场比赛中出现过数次双哨的情况等。

在北京体育大学篮球教研室副教授郑磊

看来，由于部分场次采用了欧洲裁判、亚洲裁

判和国内裁判相结合的模式，“裁判员之间需

要一定的磨合期，而且他们在执裁观念上也

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执裁水准与期待尚有差

距”。辽宁队主帅杨鸣则认为，要么全用欧洲

裁判，要么全用本土裁判，“混用可能会让球

员无所适从”。

中国篮协有何考量

引入优秀外籍裁判有助于促进赛事公

平、提升联赛水平。不少球员认为，外籍裁判

的介入有效遏制了“人情哨”“主场哨”现象。

数据显示，外籍裁判执法场次，犯规次数平均

下降 2.6 次，比赛节奏更趋国际标准，部分球

员“造犯规”的套路也被严格限制。

据记者了解，2024 年巴黎奥运会男篮比

赛裁判名单中没有中国籍裁判的身影；本赛

季男篮亚冠联赛中，中国裁判已连续 3 年无

人入选正赛名单，可见本土裁判的执裁能力

与国际一流差距明显。引入外籍裁判，中国

篮协更多的考量在于为国内裁判树立标杆，

增强他们的执裁水平。

对此，篮协裁委会负责人表示，此次CBA
半决赛和决赛期间，受邀外籍裁判对于国际篮

联规则的理解和执裁体系的演绎，既保证了赛

事的公平公正和基本流畅，为CBA联赛执裁提

供了实际范本，同时也增加了中国裁判员与外

籍裁判员交流学习的机会。

据统计，2023 年男篮世界杯上，中国队 5
场比赛的场均犯规数多达 22 次（日本队为

15.4 次），排在所有参赛队伍的第 3 位。对

此，中国男篮前主帅乔尔杰维奇曾坦言，

CBA 裁判吹罚尺度与国际水准一定程度上

脱节，“造成中国球员在国际赛场上不适应判

罚，犯规次数较多”。

郑磊认为，启用外籍裁判执裁有助于规

范球员不符合国际篮联规则的习惯性动作，

帮助国内运动员更好地适应国际比赛规则，

促使他们逐渐适应国际大赛的判罚尺度。

裁判改革任重道远

此次CBA总决赛部分场次首次全程由外

籍裁判执裁，体现出中国篮协深化裁判体系改

革、着力提升本土裁判能力的决心。在不少业

内人士看来，中国篮球整体水平提升的过程中，

裁判执裁能力这块短板亟须补上来。CBA联赛

不能永远指望依靠“洋哨”帮忙，只有建立职业

化、透明化的本土裁判体系才是长远之计。

记者了解到，从 2019-2020赛季开始，中

国篮协就探索试行专职裁判制度，但截至目

前也没有取得明显效果。CBA 联赛专职裁

判的比例仍然很低，大部分为兼职裁判。数

据显示，本赛季 CBA 共有 68 名裁判，其中只

有 6名是专职裁判，占比不足一成。

2022 年开始，中国篮球裁判员升降级制

度正式出台。这一制度将裁判执裁赛事分为

三级，2022年至 2024年，通过升降级制度，有

29人次升级到上一级赛事，24人次降级到下

一级赛事。

近年来，中国篮协多次邀请国际篮联裁判

主管与讲师来华授课，系统讲解国际篮联执裁

体系与标准。据中国篮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中国篮协将继续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

原则，以符合国际篮联标准为目标；同时篮协

要进一步制定精英裁判培养计划，主动对接国

际篮联最新规则体系，积极推荐优秀裁判参与

国际赛事执裁，提升本土裁判的执裁水平。

本报记者 李元浩

在《北京欢迎你》的动人旋律中，2024-

2025“利百文台尼”独牙传奇中式九球国际巡

回赛全球总决赛，于近日在北京昌平揭幕，将

持续到 5 月 31 日。来自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600 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为中式九球

的总决赛冠军奖杯展开激烈角逐。

此次中式九球国际巡回赛历经浙江临

海、浙江杭州、河南郑州三站分站赛，最终在

北京迎来终极较量。总决赛分为国内组和国

际组两项选拔赛，各决出 32 名选手晋级 64

强。14 岁开始斯诺克训练，近两年参加了中

式台球几乎所有比赛，且在不久前夺得第十

三届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总决赛冠军的牛壮

表示，相比斯诺克，“中式九球更刺激，更创

新，比赛更紧凑”。

与斯诺克等“舶来品”不同，中式台球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步兴起于中国的本土

项目。中式台球融合了英式斯诺克与美式台

球的精华，构造简单易懂，规则趣味性强。

2000 年以来，随着规模化的中式台球全国性

乃至国际赛事的逐渐举办，中国台球协会于

2012 年宣布统一该项运动称呼，正式定名为

“中式台球”。

近年来，虽然也经历过波折，但中式台球

的整体发展可谓方兴未艾，并逐渐形成中式

八球和中式九球两大品类齐头并进的态势。

尤其是近两年来，各类中式台球赛事层出不

穷，赛事奖金不断推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球

员参与。与此同时，中式台球的职业化进程

也备受瞩目，整体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已有超过

8000 万的台球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式台

球的忠实拥趸。

然而，随着中式台球职业化的推进，一系

列现实挑战也接踵而至。如何在保持运动魅

力的同时，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成为摆在全

行业面前的共同课题。

不少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要实现一项运动的真正职业化，仅仅依靠奖

金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管理组织、健全的

赛事以及专业的运动员培养体系，都是不可

或缺的要素。”

中式台球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上

述挑战，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在做出积

极努力。例如中式台球在竞赛规程中对参赛

选手的服装等都做出了更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有利于逐步塑造出更加健康、文明的台球文

化。为了扩大中式台球的职业运动员队伍，各

项大赛组织方积极签约职业球员，并在职工和

大学生群体中搭建赛事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美式9球和斯诺克职业选手的参与。

此次中式九球国际巡回赛总决赛的组织

方、独牙台球董事长乔冰对《工人日报》记者

表示，“中式九球融汇了中国本土台球和国际

台球运动的优点，正逐渐被全球台球爱好者

接受和喜爱。我们已制定明确的推广计划，

首先深耕东南亚市场，随后与相关机构合作，

共同推动中式九球走向世界舞台。”

近两年来国内台球市场持续升温，尤其

是赵心童在前不久成功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

军，更点燃了国内台球爱好者的热情，成为撬

动中国台球产业升级的支点。据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国内现存台球相关企业超 40 万家，

2024 年同比增长 28.57%。国家体育总局也

在 2023年将台球纳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鼓励社区配套台球设施。

在此背景下，中式台球的发展也按下

了“加速键”。据记者了解，中式台球国际

联合会已启动首届全台球世锦赛中式台球

项目的筹备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式台球的

国际化进程。将于今年 8 月在成都举行的

2025 年 世 界 运 动 会 ，中 式 台 球 将 以 八 球

（Heyball）的形式首次入围。世界花式撞球

协会主席肖恩·辛格此前表示，正在全力推

动包括八球在内的台球项目冲击 2032 年布

里斯班奥运会。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中国台球协会主席姜世才对《工人日报》记者

表示，要真正实现中式台球的全球化推广和

登上更高赛事舞台的目标，还需要全行业共

同努力：“中国台球协会高度重视中式台球运

动的推广工作，大力推动中式台球及其分支

中式九球的发展，加快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

健康深度融合。我们坚持以赛事为载体振兴

中国原创运动、传播中华文化。”

近 600名选手角逐全球总决赛冠军，已入围成都世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中式台球发展按下“加速键”

本报记者 朱亚男

北京时间 5 月 25 日至 6 月 8 日，2025 年

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在罗兰·加洛斯球场

举行。较往届而言，本次来到法网的中国军

团阵容略有“缩水”，女单项目有郑钦文、王欣

瑜、袁悦参赛，男单则只有布云朝克特一人。

今年法网单打正赛首轮过后，中国军团仅剩

郑钦文一人。

时隔近 9 个月，郑钦文再度踏上了见证

自己职业生涯荣耀时刻的罗兰·加洛斯中央

球场，开启全新征程。在女单首轮争夺中，赛

会 8号种子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前法网亚军

帕夫柳琴科娃，用一场胜利为新赛季法网征

途开了好头。

2024年8月，正是在这片中央球场上，郑钦

文捧起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奖杯，迎来职

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种在奥运会上热血

流泪的瞬间让我终生难忘，那是我人生至今最

棒的体验。我会带着奥运金牌的荣耀征战所有

赛事，一直努力战斗。”晋级法网次轮后，郑钦文

直言要在法网奉献2025年最精彩的表现。

2022 年，初出茅庐的郑钦文首战法网便

闯入 16强，这也是她迄今为止的法网最佳战

绩。3年来，郑钦文在这项赛事中仅取得了 6

胜 3 负。对郑钦文来说，想要在今年法网取

得突破绝非易事——本赛季第 5 次，郑钦文

与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分在同一四分

之一区。若双双顺利突围，两人将在法网 8

强战相遇。

出征法网前，郑钦文在 WTA 罗马站展

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并在四分之一决赛

中首次战胜此前对自己六连胜的萨巴伦卡。

这场“翻山之战”给了郑钦文极大的信

心。“（罗马）给了我更多信心，让我知道自己

确实是可以击败任何人的。”

但更趋成熟的郑钦文以清醒的态度回应

外界的期待：“现在距离法网 8 强战还很早。

大家都需要一场一场去打，其实我也没有太

关注萨巴伦卡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对

自己在法网的要求是一轮一轮打，我只想专

注于眼前的事情。”

另外两名参加女单比赛的中国选手王欣

瑜、袁悦分别在首轮对阵英国选手拉杜卡努

和 4号种子美国选手保利尼。首个比赛日登

场的袁悦以大比分 1 比 2 告负。第二个比赛

日亮相的王欣瑜也以相同比分不敌前美网冠

军拉杜卡努。尽管王欣瑜曾在罗兰·加洛斯

拿到 2023 年法网女双冠军和 2024 年巴黎奥

运会混双银牌，但她在法网女单比赛中还从

未晋级过第四轮。

男单方面，张之臻、商竣程因伤病缺席法

网，吴易昺则折戟资格赛首轮，前不久刚成为

中国网球“新晋一哥”的布云朝克特，成为本

次法网的中国男单“独苗”。但遗憾的是，男

单首轮，布云朝克特 1 比 3 不敌米索利奇，未

能再进一步。

一直以来，罗兰·加洛斯都被称为中国网

球“福地”——2011 年，李娜在这片球场创造

了奇迹，夺得亚洲网球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满

贯单打冠军；2024 年，中国网球在这片球场

获得了奥运会一金一银的佳绩。

面对新一届比赛的挑战，在经历了赛季

初的低迷和近期的重振旗鼓后，郑钦文也盼

望着在红土上再创佳绩。“希望今年可以让自

己不留遗憾。既然此刻我们身处罗兰·加洛

斯，我愿意称自己为红土高手。”

刘颖余

发令枪响前最后几秒，孙杨突然举

手示意暂停。他皱着眉头按住左肩，肌

肉贴下面鼓起了一个明显的包。

场边教练急得直跺脚，这已经是孙

杨在一天的比赛中第三次叫停了。不

过，即将年满 34 岁的老将并不心急，他

把止痛贴又缠紧了一圈，动作娴熟。

这是日前举行的2025年全国游泳冠

军赛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的一幕，也是泳

迷们特别陌生的一幕：看了“大白杨”这

么多年比赛，什么时候见过他打肌肉贴？

更陌生的还在后头，当大屏幕显示

最终成绩，孙杨仅名列第 8时，现场一片

哗然，热搜也直接“炸”了，评论区最扎眼

的一条是：“孙杨这哪是在比赛啊，分明

是在跟自己的青春较劲！”

这场比赛集齐了潘展乐、汪顺和孙

杨 3 位奥运冠军，以及张展硕和季新杰

两位世界冠军，堪称中国泳军“老中青三

代”的大聚会，也被媒体称为属于中国泳

坛的“神仙打架”。

比赛结果显示，潘展乐以 1 分 45 秒

45 夺得冠军，张展硕和季新杰分列二三

位。汪顺以 1 分 47 秒 07 获得第 4 名，而

孙杨仅以 1分 47秒 81名列第 8位。

这样的排序真是让人五味杂陈：一方

面，我们欣慰于小将的抢班夺权；另一方

面，我们也不得不为孙杨的挣扎而扼腕。

这不是孙杨第一次让人叹息，在此前

的男子400米决赛中，他游出了复出以来

的最好成绩，但也仅以3分47秒53获得铜

牌，这一成绩比他巅峰期慢了7秒多。

而原本计划参加的 800 米自由泳和

100 米自由泳，孙杨都选择了退赛。事

实上，在参加完男子 400 米自由泳决赛

后，孙杨就曾表示：“回去要把积液抽一

抽，坚持把比赛游下来。”而在 200 米自

由泳决赛后，孙杨接受采访时更是哽咽

落泪：“后程手完全抬不起来，差点要放弃今晚的比赛。”

孙杨还是孙杨，但我们或许不得不接受，年龄和伤病

成了他当下最大的敌人。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孙杨已

经不是那个一届奥运会可以独揽三金的“大白杨”了。

显而易见，孙杨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他是抱着

拼一拼和享受的心态去参加比赛的，他依然渴望去赢，赛

后他久久凝视大屏幕成绩不愿离场的画面，便说明了一

切，但孙杨同样乐于看到中国年轻泳将的崛起。400 米

自由泳决赛后，他主动拥抱了潘展乐，颁奖仪式上，他轻

拍潘展乐肩膀，并给他整理“第一名”号牌。

这不只是强者间的英雄相惜，更是中国游泳的坚守

和传承。孙杨说，他想“用热爱和精神，更多地去激励运

动员们”。我想，他已经做到了。用一位教练的话说，“孙

杨就是中国游泳精神的具象化”。

10年前，当稚气未脱的潘展乐在浙江省运会上对着

镜头喊，“只要比孙杨游得快，我就满意了！”没有人（或许

也包括孙杨本人）会把这孩子的话当回事，但 10年后，潘

展乐成功解锁了自己 10岁的愿望。

江山代有才人出，这就是竞技体育，残酷而又温柔，

惨烈而又公平。看清竞技体育的真相，依然可以坚定向

前，这是属于孙杨的英雄主义。“奖牌会褪色，但热爱永不

熄灭。”孙杨在退赛声明中如是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热爱，中

国泳军才会前仆后继，踏浪而来。

有一首老歌唱道：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但于竞

技体育而言，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却总有人正年轻，所

以我们依然可以热泪盈眶。

孙杨仍在坚守，潘展乐时光正好，而 12 岁的于子迪

已崭露头角，她锐利的锋芒，甚而让美国游泳界醋意大

发，但我们又何须理会，“天生

我 材 必 有 用 ，乘 风 破 浪 会 有

时”，中国游泳的接力赛好戏还

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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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球军团再战法网——

罗兰·加洛斯
是否还有奇迹？

职工马拉松尽享健身激情

近日，国网奎屯供电公司首届“凝心聚力促发展 团结
奋进谱新篇”职工马拉松活动在独山子水库鸣枪开跑，公
司 180名干部职工热情参与。赛事分为全程 11 公里的

“微型马拉松”和4公里“欢乐跑”两项，赛道沿湖而设，既
有竞技的激情，更有全民健身的欢乐氛围。图为参赛职工
在初夏的微风中尽情享受健身乐趣。 本报通讯员 徐晨 摄

北京时间 5月 27日，巴西足协为
安切洛蒂举行了上任见面会，并介绍
了他的教练组。巴西男足国家队新任
主教练安切洛蒂在会上宣布了新一届
国家队大名单，内马尔、罗德里戈、恩
德里克等名将缺席。

巴西队将在安切洛蒂的带领下出
战今年6月的两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
南美区预选赛，分别是客场挑战厄瓜多
尔队和主场迎战巴拉圭队。巴西队目
前在世预赛南美区积分榜排名第四。

▲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右）在
新闻发布会上。

▶巴西足协主席萨米尔·萨乌德
（右）向安切洛蒂赠送印有其名字的巴
西国家队球衣。

新华社发（克劳迪娅·马尔提尼 摄）

巴西男足新帅巴西男足新帅

走马走马上任上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