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前

的东京，1997

年出生的陈

情缘是中国

女子花剑的

“独苗”，在个人赛

中止步十六强。三

年之后的巴黎，陈情缘和队友在

团体赛和个人赛中双线出击。

8月 2 日，陈情缘、黄芊芊、焦

恩祺和队友王雨婷组成的中国队

获得第七名。此前的个人赛中，黄

芊芊获得第 11 名，陈情缘获得第

17 名。

女子花剑其实有机会在巴

黎证明自己的突破。就在今年 2

月下旬的 2024 年国际剑联花剑

世界杯赛开罗站中，中国女子花

剑队以亚洲第一的身份，获得该

项目个人及团体的奥运参赛资

格。作为中国队核心队员，陈情

缘还曾在今年 1 月拿下巴黎世

界杯冠军。

在 8进 4的比赛中，中国队

遭遇实力强劲的美国队。开局后，

美国队迅速奠定领先优势，尽管

中国队一度实现反超，但随即被

对手压制，最终以 37-45 告负，未

能晋级前四。

三年前的东京，同样是 1997

年出生的林文君在首次进入奥运

会的女子单人划艇 200 米比赛

中，划出了第六名，创造了福建皮

划艇静水项目的历史。彼时，林文

君谈及巴黎奥运会时说：“只要国

家需要，我肯定还在。”

三年之后的巴黎，林文君如

约而至。在去年 8月的世锦赛上，

林文君夺得女子单人划艇 200 米

铜牌，为中国划艇锁定了第一张

巴黎奥运会席位。

1996 年出生的全鑫在东京奥

运会上夺得了激流回旋男子单人

皮艇的第 17 名，巴黎是他第二次

征战奥运赛场。近年来，全鑫已经

逐渐成长为中国激流回旋队的领

军人物。在去年 9月的世锦赛上，

全鑫就锁定了巴黎奥运门票。在

今年 5月的世界杯比赛中，全鑫

夺得男子单人皮艇第四名，创造

了中国队该项目在国际赛场上的

历史最好成绩。

葛曼棋和张婧一样，她们都

在巴黎开启第三次奥运之旅。前

者独自参加田径女子 100 米比

赛，后者则将作为中国女子水球

队的队长，期待实现突破。

8 月 2 日，巴黎奥运会女子

100 米预赛，在第四组第 9道出战

的葛曼棋以小组 11 秒 45，排名小

组第 6，无缘晋级半决赛。今年她

遭遇伤病，体能受到了不小影响。

失利之后，葛曼棋依旧不服输。

“我还有无限可能，还有更大的目

标去突破，还有四年要继续努

力。”葛曼棋说完，开心地向媒体

展示新做的指甲，果然和法兰西

体育场的紫色赛场很搭。

1924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 8届

奥运会，首次引入了“更快、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百年之

后，奥运会重回巴黎，同样见证着

福建健儿在赛场上对“更快、更

高、更强”的不懈追求。

（来源：综合自福建日报、东

南网、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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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历史新高
福建 名运动健儿亮相巴黎奥运会

福建共有 25 名运动员进入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名单，此外还有 1 名运动员参加表演项目的比赛，参赛人

数超过了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 22人，创造历史新高。这 26

名运动员在田径、游泳、排球、羽毛球、体操、射击、举重、击

剑、皮划艇、帆船帆板、田径、跆拳道等 11 个大项 27 个小项

的比赛登场。

截至 8 月 8 日，福建运动健儿们在巴黎奥运会上，已取

得一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的成绩。

李发彬、李雯雯、黄东萍都

是 2021 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

分别来自福建的传统优势项目

举重和羽毛球。

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较上

届进行了大幅调整，男女各 5个

参赛级别，每个国家和地区满额

参赛席位为男女各 3人。此番，

福建共有李发彬、李雯雯两名运

动员入选，占比达33.3%。

在东京奥运会上，1993 年

出生的李发彬在男子 61 公斤

级比赛中，以“金鸡独立”一战

成名。来到巴黎周期，李发彬依

然走在刷纪录，拿金牌的“轨

道”上。在 2022 年哥伦比亚世

锦赛上，他以 175 公斤刷新了

挺举世界纪录，在今年 4 月的

泰国举重世界杯上，他又以 146

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同时，

在去年夺得杭州亚运会金牌之

后，李发彬还实现了“全满贯”。

在 8 月 7 日的比赛中，李

发彬以抓举 143 公斤、挺举 167

公斤、总成绩 310 公斤勇夺金

牌，并打破该级别抓举奥运纪

录。

作为中国举重队第一个“00

后”奥运冠军，2000年出生的李

雯雯在今年走出伤病困扰，在 4

月份的泰国举重世界杯中，以领

先第二名、韩国选手朴惠正 29

公斤的成绩夺得女子 87公斤以

上级冠军，再次展示了在该级别

上独一档的统治力。

进入巴黎周期，

1995 年出生的东京

奥运会羽毛球混双

金牌得主黄东萍在 2022 年更

换了新搭档———2001 年出生的

冯彦哲。在经过磨合之后，这对

组合渐入佳境。去年，冯彦哲 /

黄东萍先后夺得 7 站世界羽联

世界巡回赛冠军，冠军数量甚

至超过了郑思维 /黄雅琼。

今年 4 月，在夺得亚锦赛

冠军之后，被称为“凤凰组合”

的冯彦哲 / 黄东萍的世界排名

来到第二位，创下新高。在巴黎

奥运会上，冯彦哲 / 黄东萍作

为混双二号种子出赛。

8月 1日的羽毛球混双 1/4

决赛，中国两对混双组合展开

“内战”，最终“雅思组合”郑思

维 / 黄雅琼胜出，冯彦哲 / 黄

东萍遭淘汰。“雅思组合”后续

也拿到了金牌。

黄东萍赛后表示，原本计

划打完巴黎奥运会就会退役，

但是看着搭档羽翼不够丰满，

尚需磨炼，决定和冯彦哲继续

前行。明年的巴黎世界锦标赛

再回来，到时候凤凰继续振翅

翱翔。

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参

赛福建选手中只有李雯雯一名

“00 后”。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一

数字达到 14 人。在竞技体育的

最高舞台，福建的新生代们正

加快攀登的步伐。

作为 26 人中年纪最小的

运动员，2007 年出生的邱祺缘

是中国女子体操队在巴黎周

期涌现的新的领军人物。进入

国家队仅 4 年左右，邱祺缘已

经夺得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高

低杠冠军、亚洲体操锦标赛女

子个人全能冠军、体操世锦赛

高低杠冠军。邱祺缘成为继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姚金男

之后，福建省时隔 12 年再次

有女子选手参加奥运会体操

比赛。

当地时间 8 月 4 日，在贝

尔西体育馆举行的巴黎奥运会

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中，邱祺

缘以一套难度 7.2 的动作得到

15.500 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夺得一枚银牌。

“00 后”也在改变着福建体

育项目的格局。

在射击飞碟项目中，2004

年出生的杭州亚运会冠军江

伊婷参加女子双向飞碟个人

和双向飞碟混合团体的比赛，

她是福建省历史上首个参加

奥运会射击飞碟项目的运动

员。

8月 5 日，在巴黎奥运会射

击双向飞碟混合团体比赛中，

江伊婷和吕健林搭档以 44：43

击败印度组合，夺得铜牌。

新人的不断崛起也不能掩盖

老将对胜利的渴望。

1989 年出生的薛晨是这

26 人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巴

黎将是她第四次征战沙滩排球

比赛。2008 年，薛晨第一次参加

奥运会并收获铜牌时，邱祺缘

仅有一岁。但是，对梦想的追

求，让她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

线上。

在东京奥运会后，薛晨一度

选择退役，不过最终还是回到了

赛场。去年 2月，她开始跟随国家

队恢复性训练，时隔七年再度携

手夏欣怡冲击巴黎奥运，以世界

排名第八的成绩入围，成为中国

沙滩排球唯一一对入

围奥运会的组合。

对于 30 岁的欧烜屹来说，第

一次奥运会之旅来得并不容易。

从去年 5 月 14 日苏州苏迪曼杯

开启奥运积分赛征程，欧烜屹搭

档刘雨辰足足用了 334 天终于

拼得羽毛球男双的巴黎门票。

至此，中国羽毛球队也成为巴

黎奥运会羽毛球项目唯一满

额参赛的球队。

在中国男子花剑队中，1994

年出生的陈海威是唯一有奥运会

参赛经验的选手。在 2016 年里

约奥运会上，陈海威夺得了团

体的第五名和个人的第七名。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陈海威、许

杰、莫梓维组成的主力阵容获得

了团体亚军。

花剑作为福建的优势剑种，

在本届奥运会上有陈海威、

许杰、陈情缘、黄芊芊、焦恩祺

等五人入选，不仅在中国花剑队

的奥运阵容占比高达 62.5%，而

且占据了整个中国击剑队的三

分之一。

2006 年出生的陈露颖参加

女子 200 米蝶泳比赛，这是福建

时隔 16 年再次有游泳运动员参

加奥运会。在今年 4月的全国游

泳冠军赛暨巴黎奥运会选拔赛

中，陈露颖以 2 分 06 秒 81 夺得

银牌，在大幅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的同时，突破了 2 分 08 秒 43 的

奥运 A标。

此外，庄宇珊（2003 年）、谭宁

（2003 年）、许杰（2002 年）、黄芊

芊（2002 年）、焦恩祺（2006 年）、

董毅（2002 年）、李诗婷（2005

年）、陈静乐（2000 年）、董文鑫

（2001 年）、项启彰（2004 年）等

“00 后”分别参加排球、羽毛球、

击剑、皮划艇、帆船帆板、水球、跆

拳道等项目的角逐。

8月 3日，在巴黎奥运会羽毛

球女双决赛中，谭宁搭档刘圣书

收获一枚银牌。这枚银牌也是福

建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的

首枚奖牌。

三位奥运冠军领衔

新生代期待绽放

老将诠释精神

中生代渴望突破

邱祺缘夺得银牌 谭宁（左）搭档刘圣书

收获一枚银牌

江伊婷和搭档夺得铜牌

1993 年出生的李发彬踏上举重男子 61公斤级的卫冕之旅

2002 年出生的黄芊芊

（右）参加了花剑女子团体和个

人的比赛

比赛后，葛曼棋向媒体展

示她的美甲

李发彬夺得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