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气温回暖。长春这座魅力四射的北国春城，街头巷

尾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市民们纷纷走出

家门，投身于户外健身活动中。而此前，长春马拉松公布了比赛日

期并开启报名，更是激发了无数跑友的热情。

每天下午和傍晚时分，无论是平坦的公园小径，还是风景如画

的伊通河畔，都可以看到许多跑步爱好者的身影。他们或身着专业

的运动装备，或轻装上阵，脸上都洋溢着相同的坚毅与喜悦。随着

气温的逐渐升高，跑步变得更加舒适，跑友们也借此机会，积极备战

即将到来的马拉松大赛。

长春马拉松作为东北地区备受瞩目的体育盛事，一直以来都吸

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跑步爱好者。今年的长马更是备受期待，不仅

成为世界田联标牌赛事，赛事规模提升至35000人，更因为在这个春

天里，它成为了人们追求健康、享受运动乐趣的重要平台。

健身跑步作为一种简单而有效的锻炼方式，早已被人们所接受

和喜爱。它不仅能够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身体素质，还能够让人们

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与自由。在长春，越来越多的市民开

始意识到健身跑步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

是早晨的清新空气，还是夜晚的凉爽微风，都成为了他们跑步时最

美好的陪伴。

马拉松爱好者杨俊铭告诉记者：“我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喜欢上

跑步，后来接触到马拉松，最开始只能跑10公里，后来慢慢可以跑

半马，再到能坚持跑完全马，先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首

马‘破三小时’。今年报名如果能中签，将是我第二次征战长春马拉

松。今年的备战和去年有所不同，我更换了针对于自己的训练方

法，在保证每周120公里跑量的基础上，还要完成一次间歇跑和一

次‘30公里+’的长距离有氧跑，其余时间基本上是以有氧训练为

主。今年的状态明显比去年有所提升。”

参加马拉松不仅是对自己跑步能力的挑战，更是对健康和美好

生活的追求。杨俊铭表示：“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大众跑者的

身体素质都在提升，现在跑圈的跑步氛围特别好，不管认不认识，擦

肩而过都会喊句加油。现在公园里每天各个时段都能看见跑步的

人，每个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减重，有的是为了提升成

绩，还有的是为了释放压力。我觉得跑步带给自己的不仅仅是拥有

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心态上的变化，让自己面对生活的态度

变得积极、乐观、向上。”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长春这座美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投身于健身跑步这项运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健康

生活的真谛，也共同营造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社会氛

围。让我们一起走出家门，去感受春天的美好，去体验跑步的乐

趣吧！

春天里，跑友们在行动
本报记者 姚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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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羽毛球亚锦赛日前落下

帷幕，中国羽毛球队获得女单、女双两

枚金牌，此外还有3枚银牌、6枚铜牌

入账。自2017年世锦赛起，中国羽球

男单连续8年未夺冠，奥运会也连续

两届未获奖牌。中国男队没有收获冠

军，尤其是男单的低迷表现，似乎揭示

出国羽男单正陷入长期“冠军荒”。

本届亚锦赛，中国队在5个单项

均派出主力选手，日本、印尼等强队同

样尽遣精英。半决赛阶段，国羽取得

5胜6负的成绩，韩悦和陈雨菲会师女

单决赛，而混双意外全军覆没。在一

场国羽男单内战中，陆光祖以2比1力

克李诗沣。男双年轻组合陈柏阳/刘

毅以2比1逆转击败印尼的卡南多/毛

拉纳，奥运亚军梁伟铿/王昶则是以0

比2不敌马来西亚强档苏伟译/谢定

峰，再次无缘决赛。

中国男单上一次在亚锦赛夺冠还

是2017年，当时谌龙以2比1战胜林

丹夺冠。自那以后，国羽男单在亚锦

赛中便再未登顶。此后的亚锦赛冠军

分别是：2018 年日本的桃田贤斗、

2019年日本的桃田贤斗（卫冕）、2022

年马来西亚的李梓嘉、2023年印尼的

金廷、2024年印尼的乔纳坦、2025年

泰国的昆拉武特。

“天王”林丹在2017年天津全运

会后退役，其职业生涯树立了“技术全

面性”与“心理抗压性”的典范。石宇

奇被视为林丹接班人，2018年全英赛

击败林丹夺冠，标志着新老交替的完

成。然而，其职业生涯因伤病、禁赛

（2021年汤杯退赛事件）及状态波动

陷入低谷，巴黎奥运会止步八强，未能

延续统治力。谌龙也在林丹退役后短

暂扛起大旗，2016 年里约奥运会夺

冠，但其技术风格偏重控制而非爆发

力，难以应对安赛龙等欧洲力量型选

手的冲击，最终在2020年后逐渐淡出

一线。

而本届亚锦赛上的李诗沣和陆光

祖，前者作为“00后”的希望之星在

2023年全英赛夺冠，是首位“00后”全

英赛冠军，并在2024年亚锦赛闯入决

赛（因伤退赛），展现出潜力。后者则

多次在国际赛事中进入四强。但两人

均缺乏顶尖选手的统治级表现，反映

出稳定性不足，常在关键分处理上失

误，尤其是在面对东南亚选手时胜率

偏低。

“后林丹时代”的国羽男单正经历

“黄金一代”与“断层危机”的双重叙

事。国羽男单的低谷既是林丹时代辉

煌后的必然调整期，也反映了国际羽

坛格局的深刻变化。尽管国羽男单连

续无冠，但新生代选手的进步与团队

的努力仍为未来带来希望。

总体来看，中国男单的困境是周

期性现象，而非长期衰退。随着新生

代选手成长，若能在技术细节、心理抗

压能力及国际竞争策略上持续优化，

国羽男单有望在洛杉矶奥运周期逐步

重返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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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宽）北国春城享

盛事，羽梦逐鹿启新程。日前，由中

国羽毛球协会、吉林省体育局主办，

吉林省体育总会和吉林省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承办的2025年“中移凌云

杯”全国U系列羽毛球比赛U12—U14

（北方赛区），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燃

情开赛。

本次大赛历时8天，比赛共设12

岁、13岁、14岁三个年龄组别，涵盖男

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

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六个比赛项

目。来自北京、辽宁、江苏、四川等17

个地区的398名羽毛球小将齐聚北国

春城，他们在这8天的赛程里，尽情挥

洒汗水，切磋技艺，向着更高的荣誉

奋勇攀登，完成一场顶级赛事与魅力

之城的精彩“双向奔赴”。

为了让小选手、教练以及裁判深

切感受到北国春城人民的热忱，赛事

组委会精心筹备，从科学规划场馆动

线到优化完善服务流程，从精心安排

营养配餐到贴心落实车辆接送，事无

巨细、全力以赴。同时，组委会还组

织了40余名志愿者，并有专业医生及

护士驻场，提供应急药品供给、紧急

医疗救助等服务，全方位保障各参赛

代表队成员的人身安全与出行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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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赛季中超联赛已战罢7轮，在经历

过“金元足球”时代的洗礼，尤其是中国足协

在2024赛季推出外援、裁判、冠名等一系列

新政后，中超联赛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

段。随着“金元足球”标志性人物奥斯卡的

离开，也宣告了中超联赛彻底回归理性。在

“消费降级”、高性价比内外援获得市场追捧

的背景下，联赛呈现出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新

局面。

截至本赛季中超联赛第7轮，各支球队

的走向已经成为球迷热议的话题。上海申

花、成都蓉城、山东泰山、上海海港和北京国

安等队伍成为本赛季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新赛季有更多球队参与争冠，升班马同样延

续良好势头，各队年轻球员崭露头角，都成

为新赛季的看点和亮点。这样一个多强争

霸的格局，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中超联赛竞

争的激烈程度和中国足球发展的新变化。

本届中超联赛是中足联成立、职业联赛

实现“管办分离”后的首届中超联赛。参赛

队伍、外援政策、赛事安排都发生了不小的

变化，新赛季的冠军将会花落谁家？除了大

家熟悉的球队，还有哪些新锐球队值得关

注？

群雄争冠更激烈

回看2024赛季，冠军之争一直上演到联

赛最后一刻，上海的两支劲旅——上海海港

和上海申花打得难解难分。最终上海海港

以一分的优势力压上海申花，实现中超两连

冠，并加冕联赛、杯赛双冠王。新赛季实现

卫冕，当然是上海海港的首要目标。

能够如愿卫冕吗？答案其实悬而未决。

上海海港的核心奥斯卡和巴尔加斯离队，武

磊、蒋光太也因伤暂时不能登场。新加盟的

球员之间还需要磨合，球队整体实力能否达

到高水平还有待观察。截至记者写稿时，他

们在少赛两轮的情况下在积分榜上排在第4

位。

反观上海申花在新赛季几乎保持了上赛

季的原班人马，在主帅斯卢茨基的带领下，

球队注重团队配合，实力一直比较稳定。根

据赛程安排，上海申花在联赛前 8轮坐拥 6

个主场，趁机“抢分”是他们的不二之选，截

至记者写稿时，他们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在

积分榜位列第二。

再看成都蓉城和北京国安，本赛季两队

都引援了不少新人，为冲击冠军做好了充足

准备。成都蓉城表现得相当积极，刘殿座、

德尔加多等实力派内外援的加盟为他们增

加了不少底气，球迷们对这支新生力量的期

待也是颇高。与此同时，北京国安在冬窗的

引援力度不容小觑，新帅前巴萨主帅塞蒂

恩，后腰达万、归化热门前腰塞尔吉尼奥和

中卫吴少聪的加盟，展现了俱乐部在构建冠

军阵容上的信心与决心。

山东泰山作出的引援举措同样值得关

注，他们围绕中卫与后腰两个薄弱环节进行

补强，这一策略无疑增加了他们在争冠中的

竞争力。同时，山东泰山的前场“三叉戟”组

合已经成为了中超联赛中的一大亮点，能够

在关键时刻提供进攻支持。

中超新军变强劲

除了几支老牌劲旅，每个赛季的“升班

马”都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前几个赛季，武

汉三镇、成都蓉城、浙江队都以“升班马”的

身份拿到了好成绩。新赛季前，云南玉昆和

大连英博两支球队的一系列“动作”，预示了

这两支“升班马”的野心。

云南玉昆是上赛季中甲联赛的冠军，成

绩为20胜6平4负。从中冠、中甲到中超，云

南玉昆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三级连跳。新

赛季，云南玉昆引进了众多强手，包括归化

球员侯永永、奥斯卡等，球队的阵容得到极

大的充实。

此外，云南玉昆还有着与其他球队不一

样的优势——他们的主场。云南玉昆的主

场海拔高度都在1500米至 1800米之间。其

他球队能否适应在高原作战并战胜主队，这

是不小的挑战。对云南玉昆而言，主场是他

们拿分的好机会。

同为“升班马”的大连英博同样野心十

足，他们新赛季的目标就是确保进入前10名

并力争打进前8名。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

新赛季前的转会期，他们一口气引进了14名

球员。上海申花锋线大将马莱莱，3名新援

阿里米、马马杜以及拉布亚德，将球队实力

抬上了一个台阶。

引援追求高性价比

经过两年的沉淀，中超联赛正在逐步摆

脱“金元足球”带来的历史包袱，在“市场泡

沫”逐渐散去后，无论是传统强队还是弱旅，

引援更注重性价比，更多的是针对性补强。

相比去年冬窗，中超引入新外援的人数

有所减少，但新外援的资金投入比去年增长

近25%。市场略有回暖的同时，各俱乐部在

外援选择上看质不看量。“消费降级”让俱乐

部更加精打细算，中国足协的限薪令也迫使

俱乐部在引援时与薪资结构挂钩，理性的收

支让联赛步入健康生态，这更利于中超联赛

的长远发展。

在外援遇冷的同时，内援则“流通”火

热。从短期来看，大牌外援的出走在一定程

度上或许降低了中超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

值，但长远来看也为本土球员的成长提供了

土壤。在“缩紧银根”的当下，各俱乐部更加

注重梯队力量的培养和本土人才的挖掘，一

切以联赛为本，逐渐恢复中超的竞争力和号

召力。

长春亚泰挑战与机遇并存

作为中超版图最北端的球队，长春亚泰每

个赛季之初都会受到天气和场地因素影响，无

法坐拥主场之利，连续的客场作战直接影响了

球队的战绩，这也让长春亚泰被贴上了“上半

程落后、下半程追分”的标签。在以变化和挑

战著称的新赛季中，长春亚泰如何应对竞争激

烈的中超舞台，值得深入探讨。

本赛季，长春亚泰再遇这种糟糕的赛

程，前两轮客场连续挑战上赛季冠、亚军上

海海港和上海申花，在联赛开局阶段就将难

度系数拉满。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在时间

轴上，赛季之初连续客场作战的困难，会在

下半程换来连续主场作战的有利局面。由

于长春亚泰是2025赛季中超联赛最后一支

在主场亮相的球队，因此，也受到了众多媒

体的关注。

根据2025赛季的新赛程，长春亚泰将面

对多达5个双赛周的任务，这实际上是对球

队体能和战术深度的双重考验。长时间的

赛季和密集的赛程将迫使教练组进行更为

细致的人员轮换，确保每位核心球员在关键

时刻具备足够的体能和较好的比赛状态。

密集的赛程不仅需要球队的板凳厚度，还需

引入更多的战术变化，从而避免单一战术的

自我消耗。

值得一提的是，球队老将谭龙在新赛季

初段状态爆棚，他在前7轮比赛中连续4轮

进球并已收获5球，为球队带来了希望。不

过长春亚泰在赛季初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7轮过后球队1胜 1平 5负只积4分，整体表

现低迷，球队亟需一个突破口。除了老将谭

龙的神勇表现，球队还需其他球员挺身而

出，为球队输出火力。此外，后防线的“弱不

禁风”也必须尽快得到扭转。中超联赛不仅

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中国足球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长春亚泰在这样的舞台上，所展

现的不仅是竞技水平，还有地域文化的表达

和地方认同感的提升。在比赛中，长春亚泰

的每一次进攻、每一场胜利，都在推动着这

座城市的足球热情与文化发展。

新赛季，长春亚泰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

挑战，如何在高强度的赛程中保持竞争力，

如何在城市品牌形象与足球文化交织中崛

起，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期待在接下来的

赛程中，长春亚泰能够勇往直前。正像球迷

们喊出的那样——“一座城，长春；一支队，

亚泰；为长春，我们一起战斗”。

回归理性后的群雄逐鹿
——2025赛季中超联赛印象

本报记者 张宽

中超联赛成都蓉城队（白）与青岛海牛队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