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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

2020年辽宁体育印记
本报记者 李 翔 朱才威 黄 岩

20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辽宁体育亦留下了“非常印记”。这
一年，辽宁体育所蕴含的超越、拼搏精神，所引发的凝聚力、感染力，
所延伸的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功能，皆有新迸发、新释放、新展现。

奥运会延期，只是冲刺期的延长，辽宁健儿初心未改，目标不
变；外界看衰，反而激发辽篮将士斗志，上赛季冲冠，新赛季领跑，一
颗冠军的心永远不可低估；种种变数之下，年轻的大连人队提前保
级成功，初登中甲的辽宁沈阳城市队站稳脚跟，背后所依托的是辽
宁的足球底蕴；冰雪运动在辽宁急剧升温，全民健身活动火热推进，
体育产业线上招商签约3.3亿元，“引回”冠军教练李永波，上述消息
固然令人欣喜，但后续效应更值得关注……

新年将至，征程再启。2021年大赛“扎堆”，是体育大年，新的舞
台在召唤，祝愿辽宁体育呈现更多精彩，交出高分的答卷！

6月9日，国务院官方网站转载
新华社文章《辽宁体育产业线上招
商签约额超3亿元》，引发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在“2020辽宁省体育产
业招商引资线上大会”上，七大项
目现场完成签约，总签约额约 3.3
亿元。

在政策方面，辽宁出台了省级
《体育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体育
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
性文件，制定了“三大球”、冰雪、航
空运动、山地户外、水上运动等一系
列发展规划。

在此之前，辽宁出台《体育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规划
了“一带、二路、三核、九区”的体育
产业发展布局，推出了 119 个重点
体育产业发展项目，提出到2025年
实现2000亿元目标。

精准布局
让体育产业成为经济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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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3 月 24 日，国际奥委
会对外公布：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
期至 2021 年夏天举行。奥运会延
期一年，对于年龄偏大的老运动员
来说，影响最大。在使命的召唤
下，这些老将决定克服伤病，再拼
一年。

备战东京奥运会过程中，辽宁
体育掀起“恶补体能短板，强化体能
训练，打造辽宁体育铁军”的热潮。
各支运动队将体能训练与专业训练
有机融合，结合运动项目自身特点，
创新体能训练方法，提高体能训练
成效，凸显实战作用，亮点纷呈。

目前，我省共有近60名运动员

在中国女排等近 30 支国家队中备
战东京奥运会。其中，在女排、赛
艇、女摔、体操等项目上有近 10 个
夺牌冲金点。

夺取“2+N”枚金牌的目标，是
指辽宁籍运动员获得2枚东京奥运
会金牌，辽宁培养但不在辽宁注册
的运动员获得 2 至 3 枚金牌。后一
种情况，也是辽宁体育对中国体育
的巨大贡献。省体育局将协调省内
各市，全力做好各市培养但不在辽
宁注册的重点运动员家庭生活服务
保障工作，让这部分从辽宁走出去
的优秀运动员安心备战、为国争光，
全力拼争“N”枚金牌。

备战奥运会
辽宁欲夺取“2+N”枚金牌

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复
赛后，辽宁男篮开局不利，主教练
郭士强于 6 月 28 日正式离职。这
是郭士强第三次从辽篮主教练位
置上“下课”，也是辽宁男篮时隔
2418 天后首度更换主教练。赛季
结束后，杨鸣开始走上前台，成为
辽宁男篮新主帅，功勋教练蒋兴权
担任顾问，名宿吴乃群、卢伟则出
任助理教练辅佐杨鸣，组成球队的
新一任教练组。

对比上赛季，辽宁男篮的阵容
在新赛季“大变脸”，史蒂芬森和巴

斯两名外援缘尽辽篮，梅奥与西蒙
斯组成双小外援组合。此前一直
保持稳定的国内球员框架，在新赛
季也发生较大变化：李晓旭和贺天
举受伤病困扰难以登场，张镇麟、
吴昌泽两位新秀进入主力阵容，王
化东、刘雁宇也获得CBA联赛出场
机会。

此外，辽宁男篮还用“高诗岩+
郭旭”的筹码从山东队换来朱荣
振，解决了“谁给韩德君当替补”的
问题。这一切都标志着，辽宁男篮
大体完成了新一轮球队建设。

教练组调整 辽篮阵容升级

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冰雪运
动在辽宁急剧升温。在即将过去的
2020年，辽宁体育全面启动冰雪运
动强省建设，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
两手抓。

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号召，将全面推动群众
冰雪运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住
2022 年冬奥会和探索申办全国冬
运会的契机，拉动冰雪产业，努力实
现我省冰雪运动全面、全方位发展。

目前，我省共有 90 名运动员、
15名教练员在国家队参加6个大项

（除冰壶）、13 个分项（除花样滑冰
和冰壶）的备战，备战人数排在全国
前列。征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
省力争30人参赛，争取在拳头项目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上获得 1
至3枚金牌，在速度滑冰、单板滑雪
U 型场地等项目上拼争 3 至 6 枚奖
牌，同时，全力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实
现“全面参赛，完成冰上项目上台
阶、雪上项目有突破”的目标，为我
国在冬奥会上创造历史佳绩作出应
有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延
期举行。我省共有181名运动员征
战十四冬，参加全部 7 个大项 15 个
分项的比赛，参赛人数和项目数排
在全国前列。在已经结束的十四冬
先期决赛中，辽宁运动员共获得 6
枚金牌、9枚银牌、5枚铜牌，金牌数
和奖牌数排名全国第五。

转身向冰雪
全面启动冰雪运动强省建设

2020 年 1 月 21 日，辽宁男篮在
CBA 联赛第 30 轮主场击败浙江稠
州队。人们当时不会想到，这居然
是今年辽宁男篮最后一次主场作
战。受到疫情影响，CBA 联赛“停
摆”5个月，辽宁男篮一直处于封闭
集训状态，直至 6 月 22 日联赛以赛
会制形式重启。

联赛重启后，辽宁男篮低开高
走，开局 4战 3败，冲进四强的可能
性骤减。但随后辽宁男篮走入正
轨，以一波9连胜结束常规赛，实现

“弯道超车”，在战绩同为32胜14负

的情况下，依靠计算小分挤掉北京
队排名第三。

进入季后赛，辽宁男篮在 1/4
决赛力克浙江稠州队，半决赛中以
2∶0 横扫“苦主”新疆队，历史上第
八次杀入总决赛。面对实力强劲
的卫冕冠军广东队，辽宁男篮在总
决赛第二场第三节一度落后 22 分
的 情 况 下 上 演 大 逆 转 扳 平 总 比
分。尽管辽宁男篮最终未能夺得
总冠军，但能够克服重重困难站
在总决赛舞台上，其战绩已经超过
外界预期。

赛事重启
辽篮再夺CBA亚军

2020 年，疫情让职业联赛备受
冲击，辽宁三大球度过了艰难的一
年，对于相关球队来说，能够坚持就
有收获。

因为种种原因，2020 赛季中超
联赛直到 7 月 25 日才揭幕，第二阶
段采用两回合淘汰制则引发外界
质疑。最终，大连人队在第一阶段
名列大连赛区第七名，第二阶段首
回合对阵石家庄永昌队，以两回合
3∶2 的总比分成功保级，最终名列
第12。

中甲联赛的境遇更加坎坷，在
中超重启一个半月之后，中甲联赛
才于9月12日在3个赛区开球。作
为升班马的辽宁沈阳城市队第一阶
段陷入“死亡之组”，仅名列第五。

第二阶段最后一轮面对新疆雪
豹队，在0∶2落后的绝境下，辽宁沈
阳城市队凭借宁浩在第 92 分钟的
进球扳平比分，惊险地获得第四
名，在总共 18 支球队中名列第 14，
提前保级成功，圆满完成了俱乐部
制定的“在中甲站稳脚跟”的赛季
目标。

受疫情影响，2020 赛季女排超
级联赛分两阶段进行，采取赛会制，
历时41天，赛程大幅缩水。新老结
合的辽宁女排在第一阶段表现不
俗，以 B 组第二名身份晋级八强。
但在第二阶段排位赛，辽宁女排暴
露出经验不足的缺陷，连续输给天
津队、江苏队、浙江队和山东队，无
缘四强，最终名列第六。

三大球经受考验 坚持就有收获

4月20日，2020年“运动辽宁”青少年冰球挑战赛场景。10月18日，第七届辽宁骑行节开幕，众骑友出发。 9月23日，我省运动员进行接力项目体能测试。

9 月 23 日，省体育局举办“打造辽宁体育铁军 体能大比武”活
动，参赛选手进行负重深蹲比拼。

1月21日，辽宁男篮迎战浙江稠州队。这也是本年度辽宁男篮
最后一个主场比赛。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辽宁女排备战于11月12日揭幕的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突如其来的疫情，没有延缓
我省群众的健身热情。2020 年，
我省广泛开展赛事活动。以奔跑
辽宁、骑行辽宁、冰雪辽宁等十大
全民健身系列品牌活动为引领，
组织开展区县规模以上的大型全
民健身活动超 2000 场次，覆盖人
数上千万。

2020 年，省体育局努力优化
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产
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均等化，支
持建设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平
台，推动全民健身与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业态深度融合，充分发挥
各级体育总会、行业体育协会、单
项体育协会等社会体育组织及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加强体育公
共服务；抓好场地设施“建管用”，
加强城市绿道、健身步道、健身广
场、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地、
自行车道、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
园、社区文体广场以及“三大球”、
冰雪运动场地等全民健身设施的
建设、管理和使用，确保精准投
入、高效运转，真正满足群众健身
需求。

全民健身
组织超2000场次大型群体活动

12月12日，辽宁李永波国际羽
毛球俱乐部启动仪式备受关注。
该俱乐部的成立，改变了辽宁教练

“只出不进”的局面，展现了辽宁体
育的凝聚力、吸引力，昭示着辽宁
体育的新风向、新布局。

当 前 ，辽 宁 体 育 以“ 冠 军 辽
宁、运动辽宁”建设为统领，统筹
推进各项事业协调融合发展。辽
宁李永波国际羽毛球俱乐部的成

立，正是“专业运动队俱乐部化”
改革的又一成功实践。辽宁体育
将优秀教练员“引回来”，李永波
是 一 个 成 功 范 例 。 省 体 育 局 负
责人表示：“我们将以此为契机，
进 一 步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努 力 引
资、引智，呼唤更多李永波式的
精 英 人 士 加 入 辽 宁 体 育 事 业 发
展，为体育强省建设、为辽宁振
兴发展贡献力量！”

“引回”李永波
竞技体育改革又结硕果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朱才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