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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琦将加入步行者?
无缘NBA季后赛的印第安纳步行者

队计划邀请中国球员周琦打夏季联赛。
周琦已经结束本赛季澳大利亚NBL联赛
征程返回中国，接下来会以国家队赛事
为重。

约基奇蝉联MVP
NBA12日宣布本赛季常规赛MVP得

主，掘金当家球星约基奇蝉联，成为40
年来首位蝉联常规赛MVP的中锋。太阳
队主教练威廉姆斯当选最佳教练。

足球欧冠半决赛 皇家马德
里主场大逆转

足球欧冠半决赛4日进行次回合较
量，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主场加时赛以3
：1逆转英超曼城队，总分6：5晋级28日
的决赛，他们的对手是利物浦队。

网球马德里大师赛 19岁小将
阿尔卡拉斯夺冠

网球马德里大师赛8日进行男单决
赛，西班牙19岁小将阿尔卡拉斯直落两
盘完胜对手，成为马德里大师赛历史上
最年轻的冠军，他之前两战先后击败纳
达尔和德约科维奇。

F1赛车迈阿密大奖赛
F1赛车迈阿密大奖赛8日在进行，

红牛队车手维斯塔潘收获本赛季个人第
三冠。中国车手周冠宇遭遇故障退赛。

足球意大利杯决赛，国际米
兰11年后再捧杯

足球意大利杯决赛11日在罗马进
行，国际米兰队在1：2落后的情况下奋
起直追，最终通过加时赛4：2击败尤文
图斯队，时隔11年后再次捧杯。

羽毛球汤姆斯团体赛上演终
极对决

羽毛球汤姆斯杯团体赛15日在泰国
上演终极决战，“黑马”印度队以3：0
完胜夺冠大热门印度尼西亚队，第11次
参加汤杯首次夺冠。

巨资体育工程 被“清零”闲置

【本报体育记者 雷震 报道】当9.1万名观众涌进
巴塞罗那的诺坎普足球场去观看一场女足欧冠八强赛时，当
迈阿密8.5万人的赛程看台人满为患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
中国体育，则被连续按下了暂停键。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6日宣布，原定9月在杭州举办的
第19届亚洲运动会延期举办。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同日宣
布，原定6月在成都举行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
延期。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还宣布，原定于12月在汕头举行
的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将取消。下一届亚青会将于2025年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也宣布上海、深圳两站比赛取消，其
他10余站赛事不受影响，更早时候，原本7月在中国举行的
东亚杯改在日本进行，中国足协因疫情放弃举办。

冬奥刚结束，所谓的体育“大年”突然成为“王小二过
年”。

受损失的不只无缘参赛的运动员，还有各城市的巨额投
资也难见成效。杭州亚运会比赛及训练场馆建设总投资101.9
亿人民币。杭州一些老小区早已在进行外墙翻新，经常一大
早就开始施工。（上图为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成都为筹办大运会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大。仅在体育场
馆建设方面，成都在过去3年的投资额就达到了180多亿人民
币，新建了13个体育场馆，改造场馆接近40个。按照成都
原先的雄伟规划，一年举办一次大赛，成都将在5年之内建
成“世界赛事名城”。只是如今，作为建城的第一块砖，成
都大运会还迟迟无法到位。这是成都大运会的第二次延期，
下一届大运会将于2023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但世界
体坛抵制俄罗斯影响，叶卡捷琳堡大运会能否顺利举行还是
一个未知数。

相比延期举办，汕头亚青会则干脆取消了。此前汕头
亚青会也已经延期过一年。2019年，汕头作为唯一城市申办
亚青会成功，汕头市长随即表示要“举全市之力”办好亚青
会。和许多迎接大赛的城市一样，修建场馆和提高城市格调
成为了汕头的主旋律。一位在汕头高校就读的学生说，“汕
头是倾其所有来举办亚青会，多年前就开始修路，学校操
场也重修了。”汕头一系列场馆项目的总投资超过44亿人民
币。

一直以来，申办综合运动会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就
像是一阵发家致富、名扬海外的“东风”。只是现在风向突
变，“东风”变成了“西北风”。风来了，风走了，只留下
一些新建和翻新的场馆在风中孤独矗立，暂无用武之处。

随风而去的还有信心，世界体坛对于中国的信心。就在
世界其他地方恢复正常之际，中国却频繁延迟或取消承诺主
办的比赛。就算参加已承诺的赛事，也是敷衍了事。足球亚
冠联赛，中超豪强广州队0：5不敌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山东
泰山0：7输给韩国保级球队大邱FC。有其他国家的俱乐部
提出不应该允许中国的球队参赛，把资格留给更想踢球的球
队。

5月14日，中国足协宣布放弃2023年亚洲杯的举办权。
亚洲杯原定2023年6月16日至7月16日在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和苏州10座城市举
行，中国的放弃当然是因为疫情的缘故，2023年的比赛也放
弃了，这无疑给亚足联出了一道难题，必须在几个月内找到
新的举办国，之后留给他们的筹备期将所剩无几。此举带来
的负面影响包括，至少未来20年，中国恐怕无法再向亚足联
申请亚洲杯的举办权。

近几年来，举办综合性运动会的吸引力日趋下降，包括
奥运会在内的很多运动会的举办权，从原来的趋之若鹜，到
现在鲜有问津。而中国雄心勃勃承接了众多国际体育赛事，
俨然一副“救世主”形象。但现在为疫情所迫，摘取“天上
最亮”的星星--冬奥会之后，或延期或放弃，展现出来的三
心二意，以及种种言行不一，为日后留下了显而易见的诚信
危机隐患。国内的一种解释是，放弃诸多赛事举办权证明中
国不需要再用大型体育赛事为自身树立国际形象。但一种反
驳声音是，中国还是利用奥运会来宣传、证明自己。奥运成
功举办后立刻放弃其他承诺，加深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精致
利己主义“、“过河拆桥“等负面印象。

对于中国体育来说，2022年初的冬奥是高光时刻，之后
或者是目标已达到、或者没了精力，总之是把以前的承诺婉
转拒之门外，承受内外的损失也在所不惜。于是2022的体坛
仅剩下的重头戏就是足球世界杯。幸好，世界杯在卡塔尔举
行。如果那时候中国各地还未解封，球迷们会羡慕世界杯场
场爆满、卡塔尔的万人空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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