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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三问”的天津答卷
■本报记者 耿堃

中国第一座室内篮球馆在天津，篮球、足球、网
球、乒乓球、垒球、羽毛球、赛艇、田径……众多出现
在奥运会赛场上的体育项目，都是自天津“登陆”中
国，再传播到全国各地。

1899年，天津举行了首届学校联合运动会，北
洋大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多所学
校参加。这是中国首个校际体育运动会，也被认为
是对奥运会的最初模仿。

民园体育场跑道设计的参与者、英国人李爱
锐，是一位出生在天津的奥运会冠军。

……
天津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联系千丝万缕，奥林匹

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
人的推动。

1904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兼职的张伯苓，
从青年会干事饶伯森口中得知奥运会赛事盛况，并
了解了奥运会所倡导的公平竞争和道德理想，引起
好奇和共鸣。当众表示，“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
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并发出建议，“中国
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赛场”。

1907年，在第五届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上，张
伯苓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首次提出
“我国也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代表队”，争取早日参
加奥运会。1908年8月，他受直隶省派遣赴美国参
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转道欧洲考察教育,借
机观摩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成为亲
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中国第一人。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刊登了第四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相关内容，同时发出“奥运三问”：中国
何时能够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何时
能够得到奥运金牌？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1922年，在国际奥委会第20届年会上，毕业于
天津北洋大学堂的王正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1924年，张伯苓、王正廷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
体育协进会”，这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成立的
全国性体育组织。

为了实现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目标，中华全
国体育协进会做出了巨大努力。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南
京政府以“经费紧张”为由，宣称不派中国代表参
加。日本觉得机会来了，开始在东北大学学生刘长
春身上搞动作。日方到刘家纠缠，许以高官厚禄让
其作为“伪满洲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只因刘长春
的不予配合而陷入僵持。

消息一出，国人震惊，舆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
表态，资助刘长春代表中国前往美国参赛。南京方
面以经费和准备不足为由，声称只能派观察员出
席。而这时，日本为占据位置，抢先替“伪满洲国”
申报了参赛名单，并被批复有效。

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知道这个消息，立
即站出来，捐资8000银圆，帮助该校学生刘长春代
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张伯苓也即刻行动起来，出面联系中国体育组
织，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报名，最终促成其参
赛成行。

1936年 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由德国柏林承
办。这一次，“第二问”也有了答案——中国派出一
支完整队伍参赛。张伯苓一直是中国参与奥运赛
事的积极推动者，对外与国际奥委会积极联络，对
内奔波于各地组织选拔有实力的运动员，寻请外籍
专家指导。作为中国体育协进会的掌门人，他以领
队身份被列入赴德名单，却因时间冲突、分身乏术
而遗憾缺席了。

抗战胜利后，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建
议申办第十五届奥运会，并预言：“奥运举办之日，
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张伯苓、王正廷等推动奥林匹克在中国发展的
先驱们在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梦想，终于在2008
年实现。

2008年北京夏奥会举办，实现了张伯苓先生等人在中国
举办一届奥运会的愿望。天津，张伯苓先生的家乡，不但成为
该届奥运会的协办城市，还获得了为北京夏奥会吹响“开场哨”
的机会——2008年8月6日，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在天津奥林
匹克中心体育场拉开帷幕。
“天津虽然是协办城市，但是工作标准和北京是一样的，工

作强度一点不亚于北京。”参与了北京夏奥会天津赛区组织工
作的天津市体育局退休干部孟宪东说。

他回忆，刚获得协办城市资格后，大家还处于懵懂状态，但
是都知道这是一次让世界了解天津的机会。随后他和同事们
参加了北京奥组委组织的多次培训，组织运行工作逐步走上正
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鼎力支持，全市人民理
解配合，天津赛区圆满完成任务。

奥运会协办城市的经历，给了天津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的信心。此后东亚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2017年全运会
在天津成功举办，都得益于北京夏奥会协办工作的锤炼。
“北京夏奥会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知道了什么是国

际标准。”北京夏奥会后，参与东亚运动会、全运会组织工作，并
负责其中媒体运行部分的孟宪东说，在北京夏奥会组织工作中
学到的工作方法，为后面几个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成功举办，
打下了重要基础。

借几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举办的东风，天津体育场馆建设
上了几个新台阶。很多高校和非中心城区的区域，有了高质量
的运动场馆，为全民健身提供了空间。

天津的群众体育发展在全国有口皆碑。2017年天津全运
会更是开历史先河：增设群众组比赛。

作为奥运竞赛场馆和天津全运会开幕式场所的“水滴”，在
承担竞赛任务的同时，也成为大众日常健身之处，见证中国从
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努力。

由天津田径队退休教练于文仲组织的公益性中长跑训练
营，每周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有三次活动。于教练在全国
的“跑友”中知名度颇高，特别是“天马”成功举办后，很多外地
“跑友”慕名到此寻求于教练的指导，有人甚至春节假期来到这
里跟随训练营训练。

如今“排球之城”“运动之都”建设快步前行，天津人的健身
环境越来越好。

近年来，我市体育设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实施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和提升行动。编制实施《天津市公共体
育设施布局规划》《天津市“十四五”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整

体解决方案》等文件，为破解体育设施建设用地、空间、资金等问
题提供政策支撑。将体育设施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
动、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城市更新提升行动等高质量发展“十
项行动”，持续扩大健身场地设施供给，推动了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城乡区域均衡发展。聚焦老城区和人口密集地方健身设施缺
乏的实际，探索走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城市金角银边+
老旧小区改造+公园绿地+山地资源+旧厂房改造”等路子，推动
土地、资金等资源向体育健身设施倾斜。围绕“群众健身去哪
儿”难题，积极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每
年开展“场馆开放日”活动，在全民健身日、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
都会加大开放力度保障群众健身。采取争取中央资金支持、市
级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每年投入约1.2亿元建设体育健身设
施，同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据统计，目
前我市共有体育场地3.32万余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94
平方米，极大满足了市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身需求。

今年8月3日，一场“村BA”赛在宁河区东棘坨镇张老仁村
进行。比赛不但吸引了现场六七百名观众，而且还有四万余人
在线观看直播。谁能想到，比赛场地原是一处垃圾坑，在区体
育局的帮助下，村里利用环境整治攻坚行动的机会，将这里改
造成蓝红白相映的多功能灯光球场，村民可以在这里打篮球、
踢足球、打羽毛球。

来打球的、来看球的，吃了张老仁村的美食，买了村里的特
产，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文体旅相得益彰。

近日，市体育局联合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天津
市培育体育消费新场景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进
一步深化“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
行”“户外运动 活力山水”等活动落地生根、力争培育出体育消
费品牌的具体举措。

根据《方案》要求，重点培育6种类型体育消费新场景，包
括激活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丰富体育场馆消费新场景、打造
近山亲水消费新场景、挖掘体育融合消费新场景、拓展数字体
育消费新场景、创新体育潮玩消费新场景。我市将大力推进体
育公园、滑板公园、全民健身中心、笼式足球场、社区户外微场
地等运动场地及设施建设；以“工厂风”“国潮风”为建设风格，
打造体育休闲空间，因地制宜建设社区多功能运动场；鼓励举
办街头篮球赛、街头田径、体育夜市等活动；着力培育文化中
心、五大道、金街、津湾广场、意式风情区等消费聚集地，引入时
尚体育、潮流演艺、休闲竞技、文化创意等元素，打造集吃、住、
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405名中国参赛选手中有14名来自天津，
包括女排世界冠军李盈莹、王媛媛、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朱
雪莹、举重世界冠军刘焕华、高尔夫球世界前五殷若宁等人。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五星红旗首次飘扬在现场，来自
天津的篮球队队员张长禄担任旗手。几十年来，参加奥运会的
天津体育健儿逐届增加，北京冬奥会上，也有天津运动员雄姿
英发。

2000年悉尼奥运会，天津姑娘桑雪在跳水女子十米台双
人比赛中摘金；四年后的雅典，李珊、张娜、张萍与队友一起上
演超级大逆转，战胜俄罗斯女排夺冠；2008年在北京，新一代
“吊环王”陈一冰夺得两枚金牌……十几名天津运动员登上中
国奥运冠军榜。更让人惊喜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土生土
长的天津小伙儿闫文港获得男子钢架雪车铜牌，不但是中国在
该项目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也为天津体育书写了奥运冰雪运动
新篇章。

家乡健儿成绩如此辉煌，足以告慰张伯苓先生等推动奥林
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先驱们。更令人欣喜的是，很多在奥运
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退役后依然以传承奥运精神为己任。

在女排奥运冠军、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李珊的办公室里，
挂着一幅2024年巴黎奥运会手绘风格的海报，画中巴黎街景
与奥运比赛项目融为一体，宛如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我特别喜
欢这张海报。本届奥运会将很多比赛放在了巴黎街头广场举
行，城市与奥运会相得益彰，体现了奥运会是全世界青年人的
盛会的理念。”

奥运会对青年的巨大影响，李珊深有体会。2000年，20岁
的她随队出征悉尼奥运会。奥运会的盛大、文化多样，各国青

年人在赛场上、奥运村里的友好交流……她感受到了参加其他
比赛无法体验的东西——“参加了悉尼奥运会，感觉自己打开
了眼界，更深刻地理解了体育的意义、作为一名运动员的责任
和目标。”李珊说，悉尼之行让她体会到奥运文化对于青年的意
义，“青少年尽早接触到奥运文化，可以加深对体育的理解，提
升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先生曾经将张伯苓与顾拜旦做了
一番比较——张伯苓与顾拜旦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与顾拜旦一
样，首先也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一位体育家。张伯苓在顾拜
旦重新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仅仅几年之后，作为天津南开中
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识到，在提倡普及与参与体育的同时，把
教育与体育结合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

张伯苓先生“以‘体’育人”的理念，今天依然影响深远。
李珊认为体育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社会应该加大

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关注。“如果有可能，让孩子从小参与到多
个体育项目中去，特别是参与到集体项目中去，在学校多开展
集体项目运动。这样不仅仅让孩子们尽早尝试不同项目，可以
及时发现优秀苗子，不错过运动发展敏感期；更重要的是体育
对人格的塑造极为重要，参与体育训练的孩子走上专业道路、
成为职业运动员的肯定是少数，但是这样的经历会让他们终身
受益。”

无论是参与创办“哪吒体育文化节”，提高大众特别是青少
年对体育的关注度与参与热情，还是加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
养，李珊以及天津的体育工作者们都努力在天津这个“排球之
城”“运动之都”，播撒“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运精神
的种子。

中国的奥运先驱之城 奥运会留给天津的财富

传承“以‘体’育人”精神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刊登了第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相关内容，同时发出“奥运三问”：中国何时能够派运动员

参加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何时能够得到奥运金牌？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时光匆匆百年，如今，中国奥运健儿在2024巴黎奥运会上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天津选手王长浩与队友合作获得男

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这一刻，中国游泳的历史再一次被改写。这是中国泳军首次夺得这个项目的奥运冠军，

也打破了美国队长达40年的垄断。

今天的中国，正努力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

艰辛努力的历程，从国人开始了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传入中国算起，时间已经走过

一个多世纪。站在百年时间节点回望，有天津这座城市的名字，因较早开埠、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和生活方

式，成为中国最先了解和传播奥运思想、萌生奥运梦想的地方；有天津人的身影，张伯苓先生等人是

中国现代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推动者，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冠军簿上，天津人榜上有名。

① 2023天津马拉松鸣枪起跑。 本报记者 孙震摄

② 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

场举行。本报记者 孙震 姚文生 崔跃勇 赵建伟 摄

③ 1984年5月民园体育场运动会。 资料照片

④ 奥运冠军李爱锐永久展区。 本报记者 孙震 摄

⑤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参观天津篮球发祥地——东

马路天津市少年宫。 本报记者 孙震 摄

⑥ 2024国际田径街头挑战赛（女子撑杆跳高）在津

湾广场举行。 本报记者 孙震 摄

⑦ 全新改造的河东区富民体育公园增加了许多“互

联网+”的新型体育模式。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刘泽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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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涵本来没有
打算与子君母子一起
进餐，他走到楼下，想
起了子君谦卑的言
语，便又返回同子君
吃晚饭。在饭桌上，
贺涵语重心长地给子
君上了一堂职场课，
教她好好分配生活与
工作的时间。对于上
次拒绝顺风车，贺涵
开诚布公地表明，实
战之前必须预演，以
排除一切意外的可
能，没有人会在乎所
谓的特殊情况，更没
有人会听解释，要学
会反省和解决问题的
办法。子君埋头吃
饭，直言这些话很不
好听，但忠言逆耳，她
还是全盘接受。贺涵
继而又给子君提出了
新入职场需要注意的
地方，教导子君找到
突破口。

都市频道

第二次拥抱（3、4）
■借贷公司的撤

诉流程走完了，李诚
可以回家了，但是生
活能回到正轨吗？李
诚要回来那天，方原
在家里等他，却没想
到接到电话，原来李
诚和罗鸿吵起来了。
方原赶到公司，罗鸿
和所有员工都对她退
避三舍。方原在顶楼
找到了李诚，夫妻二
人紧紧相拥。离还款
期限只剩下十天，李
诚愿意想尽各种办法
周转，也愿意和方原
离婚，至少她还能保
住房子。但是方原宁
愿不要房子，也绝对
不和李诚离婚。

影视频道

北 平 无 战 事
（8—11）

■刘部长严厉批
评了严春明擅自接触
方孟敖的行动，梁经
纶却以不能阻挡进步
青年的革命热情为
由，说服了严春明，继
续让何孝钰接触方孟
敖。崔中石告诉方孟
敖，现在曾可达和方
步亭已经开始怀疑自
己的身份，组织上让
方孟敖忘记自己是共
产党员，该做什么就
做什么，无需向任何
人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