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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诸多相聚与重逢发生，

复苏与发展相伴相生。与“体育”有

关的许多时刻，成为人们共同拥有的

美好记忆。新华社体育部评出 2023
年中国体育十大新闻，由此回顾中国

体育这一年。

体育，在人潮中蓬勃发展
2023年 12月 3日，好消息从日本

福冈国际马拉松赛场上传来。

中国选手杨绍辉以 2小时 7分 9秒
的成绩再度打破中国男子马拉松全国

纪录。今年三月，何杰曾在无锡马拉松

上打破了被尘封15年的该项纪录。

“一年两破马拉松纪录”的现象

实属罕见。这背后，体现了选手们训

练方式的优化与绝对实力的提升，也

体现出兼具“高水平竞技”与“全民健

身”双重元素的路跑赛事，在我国迎

来的井喷式发展。

据统计，杭州马拉松参赛人数超

3.6 万人，刷新该赛事纪录。仅上半

年，在中国田径协会备案的赛事就达

133 场。高峰期时，同一天全国有二

十余场马拉松赛事鸣枪。

涌动的人潮来自全民健身的热潮。

不止于城市，在我国的广袤乡

村，“村超”“乡村篮球大赛”等赛事，

广泛地激发起人们参与体育的热情，

也让体育回归本源。

比赛由村民组织，球员由村民组

成，广大受众的参与造就了极具感染

力的赛事。“村超”发源地贵州省黔东

南州榕江县的县长徐勃表示：“只有

接地气才更有生命力。”

在乡村，“体育＋”赋能旅游、文

化产业，展现出强大经济推动力。以

台江县为例，由于“乡村篮球大赛”的

举办，今年前三季度，该县旅游接待

人数同比增长 60.46％，旅游综合收入

同比增长 91.63％。

办赛、观赛、参赛的高涨热情背

后是人们观念的变化。清华大学体

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表

示：“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不同群体在‘身体的重要

性’这一话题上达成了共识，从路跑

到‘村超’再到各类赛事，市场一下子

就火爆了起来。”

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珠联璧合，

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关于

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

意见》《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设与服

务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等

政策相继出台，为相关领域发展提供

支持与利好。

此外，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在今

年 2 月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体育法》

规定的体育仲裁制度成为现实。年

末，体育仲裁委员会已依法依规完成

第一批案件的处理，当事人网上办案

大厅也已开通上线。

“规范化、法制化、正规化”的政

策为行业发展提供保障，促使我国朝

着“体育强国”平稳加速前进。

体育，交流互通美美与共
成都的火锅与杭州的桂花，是留

在澳大利亚记者罗素心中的两种“中

国味道”。在这一年，成都大运会与

杭州亚运会先后举行。

“太阳神鸟”衔来来自 113个国家

和地区的青春消息；潮涌声中，亚奥

理事会全部 45 个成员、10000 多名运

动员相聚钱塘江畔。

赛场上，中国代表团在成都以

103枚金牌、178枚奖牌身居大运会金

牌榜、奖牌榜榜首。杭州亚运会上，

中国队则以 201块金牌的历史最好成

绩第 11次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同

时拔得奖牌榜头筹。这是我国体育

后备力量与整体实力的体现。

竞技之外，体育“润物无声”的能

量，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得以彰显。

亚运会上，张雨霏与日本选手池

江璃花子在泳池边哭泣相拥，那是运

动员间的相知与共情。

大运会后，美国大学生体育代表

团副团长克诺普表示：“这里的人们热

爱和平……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越深，

世界上的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主席梅罗认

为，共同从事体育活动是人类沟通交

流、弥合分歧的重要途径；体育为世

界各国增进相互理解提供便利，也为

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提出十周年。两场大型国际

体育赛事，是激烈的竞技，是久违的

聚会，更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

亲在于心相通”的印证。

两场盛会将爱与友谊传向世界，

也为两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体育遗产。

据统计，亚运会对杭州市GDP的

拉动量约为 4141亿元，对财政收入的

拉动量约为 1033亿元，对就业人数的

拉动量约为 67 万人。而成都市近三

年来累计签约重大体育产业项目 115
个，签约金额超 870 亿元。两场大赛

均实现碳中和，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成效。体育场馆设施的留存伴随

体育赛事的感染力，点燃市民健身热

情，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空间。

两场大赛均以体育赛事为支点，

撬动城市发展、为科技经济赋能，切

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以赛兴城、以赛惠民，这是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深度交融后结出的硕果。

体育，一种不改变的信念
过去一年，中国体坛前进中频现

突破，群星闪耀国际赛场。运动员们

用坚韧与拼搏展现体育精神的力量，

激励了许多人。

优势项目稳步向前，国乒再揽

世乒赛五冠；国羽又一次将苏迪曼杯

揽入怀中；中国跳水队屡次实现金牌

包揽……

“三大球”中，中国女篮令人眼前

一亮。7月，在 2023年女篮亚洲杯决赛

中，中国队以 73：71战胜日本队，时隔

12年再次夺冠。10月，中国队再次击

败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成功卫冕。

一度蛰伏的中国泳坛在今年步

入高光。在福冈游泳世锦赛上，中国

队收获 5金 3银 8铜，名列游泳奖牌榜

第三位，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和八项亚

洲纪录。覃海洋更是成为男子蛙泳

“三冠王”，并获得世界泳联年度最佳

男子运动员称号，成为泳池中亮眼的

中国色彩。

迎来集体爆发的还有中国网

球。21 岁的郑钦文选择用吃下止痛

片、打着绷带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姿

态，结束赛季终场。这一年，她的世

界排名从第 25 位提升至第 15 位，并

收获 WTA“年度最快进步奖”。她与

张之臻、吴易昺等 7 名中国大陆选手

入围美网单打正赛且全员首轮晋级，

更体现了中国新一代网球选手整体

实力的提升。

丁立人用惊人的意志力与决心

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象棋世界

棋王，也成为国际象棋历史上第 17位
世界冠军；谢震业百米短跑再度“破

十”；张伟丽战胜莱莫斯，卫冕UFC女

子草量级金腰带……在这一年，无论

逆境顺境，中国运动员们始终用不变

的信念战胜自我、奋力向前，他们的拼

搏姿态拥有激励人心的力量。

多面开花的背后，是我国竞技体

育实力的整体提升。据国家体育总

局竞技体育司消息，目前中国队已取

得 27 个大项中 137 个小项的奥运资

格，正在为巴黎奥运会全力备战。

体育是一种力量，动人而振奋。

它永远追求胜利与突破，也始终以和

平的方式推动着世界交流互通。

新华社北京2023年12月28日电

新华社曼谷2023年 12月 28日电

（记者 高博 王腾）为深化中泰两国国

家美术馆合作、推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

馆联盟建设，“中国写意——来自中国

美术馆的艺术”展览 2023 年 12 月 27 日

在泰国首都曼谷开始举行。

本次展览以“中国写意”为主题，

汇集了 42位国内著名艺术家的 63件优

秀创作，包括当代中国画、油画、雕塑、

水彩作品等，通过形、意、趣三个方面构

建整体框架，呈现艺术家在传承中国传

统艺术精髓的同时，灵活吸收西方艺术

的审美趣味，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写意

艺术魅力。

中国美术馆党委副书记张百成在

开幕式上表示，中国美术馆与泰国国家

美术馆共同举办本次展览，这是中泰两

国政府机构间的重要合作项目。本次

展览展出作品既体现了当代中国艺术

家尝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

社会发展的创新精神，也反映了他们在

全球化语境中对多元文化的吸收和借

鉴。相信本次展览可以增加人与人、国

与国以及民族之间的心灵沟通。

泰国文化部次长育帕表示，展览

作品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精神和独特表

达，将加深参观者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

识和理解，成为增进泰中两国人文交

流、加强两国关系的窗口。

“中国写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

艺术”已先后在墨西哥、法国、希腊、白

俄罗斯、韩国、乌拉圭等国的重要博物

馆、美术馆成功举办。

此次展览在泰国国家美术馆主楼

展出，将持续至 2024 年 2 月 18 日。（参

与记者 万后德）

“中国写意 ——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展览亮相泰国

杨绍辉在日本福冈国际马拉松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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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高萌 丁文娴 王沁鸥 李春宇

2023 年 10 月 28 日，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

赛总决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2023年8月8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

幕式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新华社记者沈伯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