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田径协会 6 日消息，中国队
将派出 25名运动员参加即将于本月
进行的2023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

据悉，2023 亚洲室内田径锦标
赛将于 2月 10日至 12日在哈萨克斯
坦举行。中国队的 25 人参赛名单
中，13 名男运动员将参加 60 米、400
米、800米、3000米、跳远、跳高、三级
跳远和铅球项目的比拼；12 名女运
动员将参加 60 米、60 米栏、400 米、
800米、3000米、跳远、三级跳远和跳
高项目的比赛。

此次中国队以年轻运动员为
主，2000 年以后出生的就有 16 人，
队伍中不少人都是第一次代表中
国队参加洲际比赛。26 岁的男子
三级跳远运动员方耀庆是名单中
大赛经验最为丰富的一位，他曾参
加过 2017 年伦敦田径世锦赛、2019
年多哈田径世锦赛以及东京奥运
会等国际大赛。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包括 24 岁的
石雨豪，他是2018年亚洲室内田径锦
标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2018 年
钻石联赛上海站，他在创造 8米 43个
人最好成绩的同时遭遇重伤，伤愈后
石雨豪更多参加的是短跑项目的比
赛。此次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石雨豪
将与小将黄邑一起参加男子 60米项
目的争夺。 （据新华社 吴俊宽）

“00后”为主

中国队25人
出战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

因恶作剧，韩国国宝级运动员被停赛，最终加入中国国籍

夺金后，归化选手林孝埈喊出：我们是中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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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6日凌晨，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林孝
埈在短道速滑世界杯德国德累斯顿站500米决赛中
力压群雄，代表中国取得金牌，这也是林孝埈归化中
国后取得的第一枚金牌。

冲线后，林孝埈高呼并在社交平台表示“我
们是中国队”。随后他又和队友一起，收获男子
5000米接力金牌，一小时之内连夺两金，一时间
引发热议。

关于林孝埈，熟悉短道速滑的朋友并不陌生，
他出生于 1996年，曾用名林孝俊，从 21岁第一次
登上世界大赛舞台开始，林孝俊就展示了超强的
短道速滑实力，曾代表韩国短道速滑队参加过
2018年平昌冬奥会，并收获了男子 1500米金牌、
500米铜牌和1000米第4名，还在世界杯布达佩斯
站和都灵站拿到过分站冠军。

按这个势头发展，林孝俊完全有能力成为韩
国短道速滑的领军人物。然而一场队友间看似没
什么大不了的“玩笑”，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2019年 6月 17日，韩国短道速滑队在进行攀
岩训练时，队员黄大宪对同样在攀岩的女队员做
了一些低俗动作。林孝俊在男队员开始攀岩时，
趁机扯下了黄大宪的裤子，本是想捉弄一下他。
之后，林孝俊道歉，表示玩笑开过了。

没想到黄大宪却趁机发难，称因为当时有女
队员在场，自己“心灵受到了很大创伤”，并认为这
是一次同性之间的“性骚扰”，对林孝俊提出了起
诉。因为这一“性骚扰”事件，韩国冰联对林孝俊
处以一年停赛的处罚。这对一个正值巅峰的运动
员来说是致命打击。

有多名队友请愿表明这只是开玩笑，现场的
女队员也站出来为林孝俊作证，但黄大宪没有接
受林孝俊的道歉，坚持起诉。

虽然 2019年 12月当地法院暂停了韩国冰联
对林孝俊的停赛处罚，他本可以在韩国通过选拔
参加北京冬奥会。并且经过法院三审之后，2021
年 5月最终判决林孝俊无罪，但经历了这样的遭
遇，林孝俊对韩国短道速滑圈彻底失去了信心。

当时任中国短道速滑主教练的王濛，看中了
林孝俊的潜力，邀请他加入中国短道速滑队，林孝
俊于2020年6月放弃韩国国籍，改名林孝埈，并加
入中国国籍，成为归化运动员。

虽然林孝埈在2019年3月最后一次代表韩国
参加国际赛事后，要满 3年才能代表中国参加国
际比赛，这使得他无法在北京冬奥会代表中国队
展现自己的实力。

不过这几站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出林孝埈的

状态在不断回升，和队友的通力合作也看得出
他已完全融入了中国短道速滑队这个大家庭，
队友之间的关系和内卷的韩国队完全不是同
一个画风。

希望这一意外收获的“秘密武器”，能够
帮助中国短道速滑队在 3年后的米兰冬奥
会取得好成绩。（据《钱江晚报》曹林波）

2023年职业联赛俱乐部负责人会议暨中超、中
甲、中乙俱乐部负责人峰会将于2月7日在香河国家
队基地召开。会议期间，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将
就新赛季联赛准入政策、联赛报名、参赛政策方案向
俱乐部征集意见，并对政策预案细则做解读。“恢复
联赛正常秩序、维护联赛稳定环境”是2023赛季中
超及国内各级职业联赛工作的主要目标。

2023赛季中超当务之急
是恢复赛事的正常运行

鉴于国内联赛受客观因素影响，连续经历 3
个非同寻常的赛季，期间无论是赛事主办方，还是
俱乐部及联赛各有关方面都经历空前的挑战与困
难，联赛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乱。为此，
2023赛季中超及各级国内职业联赛当务之急，无
疑是全面恢复赛事的正常运行，全面恢复主客场
制、竞赛日程的合理安排，吸引球迷重返比赛现
场，让联赛恢复生机与活力。

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之所以此时召开联
赛工作会议，是希望进一步强调，无论联赛和俱乐
部运营有多艰难，困扰各方已久的“欠薪”问题必
须解决。为此赛事主办方已经做好中超联赛、中
甲联赛“缩编”的最坏打算，甚至以“16队参赛”或

“18队参赛”来分别设计新赛季中超联赛赛程及闭
幕时间节点。这意味着，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
将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确认新赛季各级联赛的
规模。

筹备工作主要问题
集中在俱乐部欠薪

事实上，目前影响新赛季各级筹备工作进程的
主要问题集中在俱乐部股改及欠薪问题上。部分
俱乐部因深处财务或债务危机中，在“退”与“不退”
之间踌躇不决，为此赛事主办方从实际出发给他们
预留出解决问题的时间，甚至考虑为中甲、中乙俱
乐部有条件放开“异地转让”限制。但无论主办方
如何理解与配合，彻底解决遗留欠薪与合同纠纷都

是俱乐部准入“通关”所不能突破的“底线”。
正是考虑到实际情况与困难，中国足协、中足

联经调研并征集相关各方意见后，决定新赛季保
持各项联赛政策的“稳定”。据悉，与上赛季一样，
中超、中甲、中乙联赛引进本土球员将不受名额限
制，外援政策亦大概率保持不变。至于执行 6个
赛季的U23本土球员政策，经各方沟通后，因被认
定“弊大于利”而大概率被废止。

限薪令暂保持不变
是相对理性的选择

近些天来，有关“中超联赛进一步限薪”的传
闻引发各方关注。不过，据相当一部分俱乐部代
表透露，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香河会议研究此方
面内容调整的议程通知。据悉，考虑到目前困扰
各级职业联赛的主要问题是“欠薪”，因此对于“限
薪”，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将沿用自2021赛季
推出的“加强版限薪令”。具体到中超俱乐部，依
然是每家单季投资总额不得超过 6亿元人民币，
本土球员薪水总额不得超过7500万人民币，外籍
球员薪水总额不得超过 1000万欧元。本土球员
的顶薪被限定为税前 500万人民币，外籍球员的
顶薪为税前300万欧元。本土球员整体平均年薪
不得超过税前 300万人民币，外籍球员平均年薪
不得超过150万欧元。

此外，按照现行“限薪令”，各俱乐部单季投入
及内外援薪水投入方面已经被“盖帽”，就是说各
家可在“投入帽”允许的范围内自主选择低、中、高
各价位段的新援。由于新赛季中超联赛最早将于
4月中下旬开赛，绝大多数俱乐部此时此刻已启动
新援物色工作，有些甚至已经进入谈判或签约的
关键期，如果此时突然调整限薪令，那么势必会对
这些合作造成不利影响，甚至给俱乐部添乱，这与
赛事主办方恢复联赛秩序、保持联赛环境稳定的
初衷是相悖的。由此可见，限薪令暂时保持不变
是相对理性的选择。（据《北京青年报》肖赧）

新赛季中超主调仍是“保持稳定”
“限薪政策”将继续被沿用“恢复秩序、维持稳定”是联赛整体目标

2月5日，中国选手林孝埈（右）赛后与队友钟
宇晨拥抱庆祝。 新华社记者任鹏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