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有

40

天，焦作国际

太极拳文化交流中心暨全

民健身中心将全面完工。

昨日， 记者走进新体育中

心， 感受争分夺秒的建设

氛围， 捕捉了一组令人振

奋的画面。

上图 全民健身广场

基本建成， 广场中心部位

的八卦图形已清晰可见。

左图 新体育中心体

育场内， 施工人员正在平

整足球场。

右图 新体育中心体

育馆内部装修工作已接近

尾声。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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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省运，一个美丽的期待

———写在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倒计时

100

天之际

□

秦继利

二十多年前

在市区东部有一座壮观的建筑

令焦作人民自豪无比

河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的旗帜

在这里升起

二十多年后

在新城区的东部

又有一群气势恢宏的建筑

横空出世

波光潋滟的银湖放射着淡淡

的水色

鸟巢般的大眼睛仰望着深邃

的苍穹

那巨型的浪花飞溅在龙源之畔

一百天后

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的号角

将在这里嘹亮吹响

我们期待着

期待着省运会的如期到来

我们期待

建设工程早日完工

每一块征迁的场地

都印刻着祖辈浓浓的眷恋

每一处建筑工地

都饱含着建筑工人的辛劳

饱含着领导的殷切关怀

我们期待

运动健儿奋力拼搏勇创佳绩

赢得激情的桂冠

我们期待

全民健身成为全民的理念

文明和谐成为全民的追求

我们期待精彩的省运会

给山阳大地披上节日的盛装

我们在期待

我们在期待

期待盛大的赛事

期待精彩的赛事

更期待

美丽焦作的梦想早日成为现实

市气象局

监视天气变化 做好跟踪预报

本报讯 （记者孙军） 省十二

运会先期比赛项目开赛后， 市气

象局根据省运会筹委会要求，严

密监视天气变化， 及时做好跟踪

预报，提供优质气象服务，保障了

先期比赛项目顺利进行。

据了解，该局一方面制订《河

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

健身大会气象服务方案》，明确分

工，责任到人，并派专人赴洛阳、

南阳气象部门学习重大赛会期间

搞好气象服务的先进经验； 另一

方面对天气雷达、 自动气象站等

设备进行检查和维修， 确保设备

稳定运行。

省十二运会先期比赛项目开

赛以后， 该局除向大赛组委会提

供每周天气预报， 还通过手机短

信、 焦作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滚

动发送每日天气预报， 为市政府

决策提供了依据。

焦作市门球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孙军）

6

月

11

日上午， 焦作市门球邀请赛在太

行路全民健身中心门球健身园开

赛。 河南理工大学队、 军干二所

队、 市公安局队、 工商银行队等

10

支代表队共

120

余人参加比

赛。

门球运动因其运动量较小，

能持续活动几个小时， 还可以充

分享受日光浴， 受到了广大老年

人的喜爱。 据了解，市体育局、市

老年人体育协会十分重视门球运

动的开展， 每年在传统节日等时

间节点举办门球比赛， 像迎新年

门球赛、全民健身日门球赛、七夕

节夫妻门球赛等， 每年参与活动

人数达

3000

人，丰富了我市老年

人的体育文化生活。

古典式摔跤：优势项目 全力出击

本报记者 张 冬

6

月

3

日下午， 记者到市体校古典式摔跤队采

访，还未走进训练房，就听到队员练习时摔倒在海绵

垫上发出的“嘭嘭”声。走进训练房，只见队员们正在

挥汗如雨地训练，汗水顺着每个人的脸颊淌下来，浸

湿了大片海绵垫。 古典式摔跤队

的教练员白二军一边接受记者采

访，一边纠正队员们的技术动作。

古典式摔跤是我市的优势项

目，在以往的省运会中，我市代表

团一直保持团体前三名的成绩。

对此， 白二军有清醒的认识，他

说：“每一次省运会都是全新的开

始，以往的战绩只能代表过去。我

要求所有队员都要积极训练， 以在省运会上夺金牌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全面提高技术水平。 ”

队员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教练员的要求。 训练

场边的“皮人”是队员们训练中的辅助器材，每个至

少有

40

公斤重，每堂训练课，每个队员至少要把“皮

人”摔

100

次以上。

“训练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古典式摔跤的技巧专

项训练，二是力量素质训练。现在省运会的竞赛规则

是一场比赛分两局，两局间隔

30

秒，这对身体素质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掌握摔跤技巧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通过大运动量训练来增强耐力。 ”白二军说。

参加如此大强度的训练， 队员们的身体消耗极

大，但吃饭时却不能放开肚皮，因为为了参赛，他们

还要控制体重。

“降体重是大赛前的一项常规任务。由于存在个

体差异，每个人降体重的难度不同，以超重

5

公斤为

例，有些人在赛前用一周时间就可以降下来，而有些

人在赛前一个月就要开始降体重。 现在我要求队员

们平时多称体重，掌握自己体重的细微变化，尤其要

杜绝暴饮暴食。 ”白二军说。

记者结束采访时，市体校古典式摔跤队的

13

名

队员仍然在专心致志地训练。

9

月

13

日至

16

日，他

们将带着全市人民的期望走上省十二运会的赛场，

为焦作而战。 相信，他们的汗水不会白流。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为省运会提供最优质服务

本报讯 （记者孙军 通讯员

孙艳霞） 省十二运会先期比赛项

目开赛后，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所

有干部职工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圆满完成了各项赛场服务工作。

省十二运会先期比赛项目举

重比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据该馆馆长李卫东介绍，该馆

建馆至今只在多年以前承办过一

次举重比赛， 干部职工都缺乏承

办举重比赛的经验。 在省体育局

技术人员指导下， 该馆场地工作

人员既当场地工，又当装卸工，积

极配合技术人员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了场地设备安装工作。 为了给

观众和运动员创造一个良好的观

赛环境， 该馆场地工作人员在每

次比赛结束后，都及时把赛场、观

众席、卫生间清扫得干干净净。

为保障正常供电， 该馆组织

人员对馆内音响、灯光、网络、电

子屏等进行维护调试， 对一些技

术难题请厂家人员前来解决。 针

对馆内公厕设施老化的问题，该

馆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投入数

万元对公厕进行了升级改造。

谁说女子不如男

□

郑小九

中国当代女子多有 “半边天”

情结，这种情结可以追溯到历史上

的 “女汉子 ”们 ，知名度高的有吕

后、武则天、慈禧等，美誉度高的有

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等，而知名

度、美誉度俱佳的，当属老家在河

南虞城的花木兰。

花木兰的故事出自宋代郭茂

倩编的《乐府诗集》，她隐瞒性别，

代父从军，苦战十载凯旋。 花木兰

的传奇性在于，她同时在进行两场

竞赛：一场是显性的竞赛，即军事

战斗，结果是杀敌无数；另一场是

隐性的竞赛，即性别竞争，对手是

她的男性战友，结果是巾帼不让须

眉。 从自然身体条件看，女性不如

男性，农耕文明中的男性不如游牧

民族的男性，花木兰是以农耕民族

女性的柔弱之躯，对抗游牧民族男

性的强壮之身，在力量不对等的两

场竞争中都完美胜出。

豫剧《花木兰》中最为著名的

唱段，无疑是“谁说女子不如男”。

这个以问句来表达的判断，用在当

今的中国体育界非常合适。 据统

计，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

2000

年悉尼

奥运会、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在中

国获得的金牌总数中，女选手所夺

金 牌 分 别 占

75％

、

56％

、

58.9％

、

60.9％

。 在河南体育界声望最高的

是邓亚萍，在焦作则首推陈中。

女性在当代体坛如此扬眉吐

气，不禁让笔者抚今追昔。 回头看

看女性为争取参加体育运动的权

利，其实走过了一条非常坎坷的道

路。 如果您不大理解，请看下面这

个舞台剧：

第一个上场的是古希腊哲学

家柏拉图。 在奥林匹亚竞技赛场

里， 他看到全是男人裸体竞技，看

台上也是清一色的男性观众 ，便

问：“女人都去哪儿了？”组织者答：

“这里是男人的领地， 严禁女性参

赛和观赛。 ”

第二位登场的是现代奥运会

创始人顾拜旦。 在

1896

年第一届

奥运会上，一位女性观众问：“为什

么不让我们女性参加比赛？ ”顾拜

旦答：“遵从古制，奥运会是为男性

的荣耀而设立的，女人不能成为公

众场合被注意的中心。 不过，女子

作为观众是可以的，还可以充当为

获胜者佩戴桂冠的角色。 ”

第三位上台的是女子奥运会

的创始人艾丽丝·米利亚特。

1920

年，国际奥委会拒绝了这位法国女

子参加田径比赛的要求。她一气之

下，另起炉灶，成立国际妇女体育

联合会，并举办女子奥运会，与国

际奥委会分庭抗礼。

最后出场的是国际奥委会前

任主席萨马兰奇。他在记者招待会

上深情呼吁：“全世界的女子都来

吧，让奥林匹克拥抱你们！”一位中

国记者提问：“请问主席先生，在世

界体育范围内男性和女性是平分

秋色，中国的女性运动员已经撑起

了中国体育的‘半边天’，甚至呈现

阴盛阳衰的局面， 作为一名男性，

您怎么看？ ”萨马兰奇答：“为使奥

林匹克运动更加充满活力，更具社

会代表性，它就应该把大门向女性

敞开。 身为男性，我乐观其成。 ”

上面的几幕是“创作”出来的，故

事的时间跨度为

2000

余年， 主人公

实有其人，人物对白除少数为原话外，

多属虚构。 需作特别说明的是，这

种虚构丝毫不违背历史的真实。

图为

6

月

11

日，市跆拳

道队运动员正

在刻苦训练。

本 报 记 者

王正义 摄

我

市

健

儿

争

分

夺

秒

备

战

省

运

会

本报讯 （记者孙军） 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

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将于

9

月

19

日在我市

拉开大幕。 在上个月提前进行的

5

个单项比赛

中， 我市代表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接下

来，还有不少先期比赛项目要陆续开赛，作为东

道主， 我市各运动队正抓紧赛前宝贵的时间积

极备战，决心不负焦作人民的重托，不断取得新

的胜利。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我省水平最高、 规模

最大、 项目最多、 竞争最激烈的综合性体育盛

会，既是运动员多年训练成果的展示，也是运动

员精神风貌、 意志品质的比拼。 在本届省运会

上，我市将派出

995

名运动员，参加青少年竞技

组

17

个大项

473

个小项和社会组

14

个大项

27

个小项的比赛，这也是我市历届省运会参赛

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

连日来持续高温， 不少市民躲在空调房内

避暑。而在我市各运动队的训练房内，广大体育

健儿正挥汗如雨，紧张地进行训练，争取在省运

会上取得好成绩。 在烈日暴晒下的市体育中心

体育场，市田径队的运动员个个大汗淋漓，刻苦

磨炼； 在闷热的柔道馆里， 运动员们捉对练技

术，互相切磋，一丝不苟。 “开赛时间越来越近

了，我逐渐加大了队员们的训练量。我们不怕流

汗，要想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就要多流汗。”市

柔道队教练员段韶卿对记者说。该队将有

40

名

运动员参加省运会， 争夺柔道项目的

14

块金

牌。 在上届省运会上，该队共拿到

2

块金牌，总

分排在全省第四位。 “每一次比赛，我们都渴望

在原有成绩上有所进步，虽然压力很大，但是不

断进步、不断超越是我们体育人的宗旨。 ”段韶

卿说。

像市田径队、市柔道队一样，市跆拳道队、

市游泳队等运动队也都进入了强化训练阶段，

所到之处，都呈现出热火朝天的训练场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市省运会备战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

务相当艰巨。目前，全市各训练单位正按照既定

的训练计划进行备战，认真落实训练内容，丰富

训练手段，持续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同时，

我市还加大对运动员的心理辅导力度， 磨炼运

动员的意志品质， 使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最佳

状态。

市体育局局长郭颂福表示， 在本届省运会

上，焦作体育代表团将全力以赴，力争在全省保

持领先位次，确保代表团总成绩荣获一等奖。

图

为

市

门

球

邀

请

赛

比

赛

现

场

。

王

正

义

摄

市体校古典式摔跤队教练员白二军（前左）正在

指导队员训练。 本报记者 张 冬 摄

美丽焦作

崛起

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