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香港體操創下歷史的 「石仔」尚未步入禮
堂前，一眾小學生都在靜候這名 「大明星」的現
身。千呼萬喚中， 「石仔」終於閃亮登場，全場
的小學生邊拍掌邊歡呼，不少人都站起來歡迎這
名 「大師兄」的到來，非常興奮。隨後在播放 「
石仔」的亞運跳馬片段以及相片時，不少小學生
被 「石仔」比賽時的精彩片段震撼到，嘩聲連場
。對於師弟師妹的熱烈反應， 「石仔」驚呼意外
，他說： 「原本我覺得他們年紀還小，不會有什
麼反應，想不到他們這麼開心。」

重返舊地的 「石仔」，當然要分享一下他在
這所小學的童年回憶，他回憶道： 「記得在小四
小五的時候，我在走廊搬過來兩張桌子當作雙桿

使用，那時候會因此被老師責罵，老師更是因此
而哭笑不得。」對於小學老師， 「石仔」更多的
是感恩，他說： 「以前有比賽時，我的作業會跟
不上，老師會幫我追趕學習進度。我很想多謝小
學老師和班主任，沒有他們的支持，我的體操生
涯不會順利。」

最後， 「石仔」鼓勵師弟師妹趁年輕的時候
努力追夢，不留遺憾，他說： 「在香港讀書固然
重要，但運動同樣重要，我選擇了先去走上體操
的道路。因為體操不能在四、五十歲時想玩就玩
。讀書任何時候都能讀，現在我也重讀大學，可
以先做自己最喜歡的事。同時遇到逆境時不要放
棄，只要堅持便會成功。」

【大公報訊】記者張銳報道：世界
羽聯巡迴賽日本公開賽昨天上演首圈賽
事，香港羽毛球 「一哥」伍家朗出師不
利，以14：21、15：21不敵雅加達亞運
會男單銅牌得主印尼球手金廷，慘遭 「
一輪遊」。

金廷雖為賽事非種子球手，但他在

雅加達亞運會過關斬將，最終收穫銅牌
。面對狀態大勇的金廷，伍家朗明顯處
於下風，首局初段雖然與對手僵持，但
末段被拋開，先輸一局14：21。次局未
能穩住心態的伍家朗在初段更落後4：10
，雖然中段曾拉近分差但仍無力回天，
最終以15：21再輸一局。

另一場男單首圈，港將黃永棋延續
雅加達亞運會的上佳狀態，以18：21、

21：17、21：12逆轉勝丹麥球手維定哈
斯晉級16強。黃永棋將在16強挑戰印度
名將斯里坎夫。

混雙首圈方面，雅加達亞運會銀
牌得主的香港組合鄧俊文╱謝影雪以
21：13、21：15輕取印度的山姆馬基╱
高爾馬基晉級16強， 「鄧謝配」將在16
強對陣東道主日本的渡邊雄太╱東野有
紗。

伍家朗一輪遊 黃永棋晉16強

大公報記者 張銳

剛在雅加達亞運會成功
衛冕男子跳馬金牌的「石仔」
石偉雄，昨天回到母校油麻
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向師弟師妹分享小學往事，
並在現場指導他們的體操基
本功，同時分享亞運會獲得
金牌的感受。他鼓勵具備運
動潛質的同學堅持追逐夢想
，勇於追夢。

石仔鼓勵師弟妹勇於追夢
重返母校分享摘金點滴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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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銳報道：中國男子
足球隊昨天凌晨作客與巴林進行了一場熱身
賽，數次形成有威脅的攻勢，其中前鋒武磊
兩度擊中球門門框，都未能取得入球，最終
雙方以0：0握手言和。

在此前一場熱身賽中，國足曾以0：1不
敵卡塔爾，因此昨仗全隊上下都承受着一定
的壓力，國足繼續由郜林與武磊領銜鋒線，老
將鄭智坐鎮中場，馮瀟霆與張琳芃鎮守後方。

面對世界排名第113位的巴林，國足從
一開場就佔據了主動。第16分鐘，武磊在前
場拚搶得球後由左側內切，擺脫對方後衛後
禁區前起腳低射，可惜擊中門柱。其後巴林
隊逐漸站穩陣腳，雙方在上半場戰成0：0互
交白卷。

易邊再戰，武磊在第62分鐘再度有攻門
機會，他接應趙旭日的傳球後在禁區內擺脫
防守，左腳勁射被門楣拒之門外。隨後悶熱
的天氣使國足體力下降，節奏放慢，國足尾
段有兩次更是險些讓對手抓住機會破門得手
，幸能力保不失，最終0：0的比分保持至全
場結束。整場比賽，國足共得九次射門機會
，不過始終都未能轟開對手大門。

2019年亞洲杯決賽周將於明年1月5日至
2月1日在阿聯酋進行。國足在西亞的這兩場
比賽也是亞洲杯前熱身系列賽中的重要一
環。

根據亞洲杯抽籤結果，國足被分在C組
，同組的有老對手韓國隊、吉爾吉斯隊和菲
律賓隊。

國足熱身賽與巴林交白卷

隨着足協10日官宣希
丁克掛帥U21國家男子足
球隊、全力衝擊2020年東
京奧運會的參賽權，中

國男足歷史上也第一次出現由兩位世界
級名帥同期執教兩支國字號球隊的局面
，這既體現了足協重視各級國家隊建設
的努力和決心，但理性來看也將面臨三
大挑戰。

希丁克和納比都是經驗豐富的世界
名帥，他們的執教成績也都十分出色，
但兩人在足球理念、組隊風格和管理模
式上，都有着鮮明的個性標籤。

挑戰一：能否良性互動？
在執教理念上，希丁克更加強調高

強度的跑動和逼搶，對體能和身體素質
要求極高，比如他執教過的2002年世界
盃上創造歷史最佳戰績的韓國隊，以及
2008年歐洲國家盃上擊潰 「橙衣軍團」
的俄羅斯隊，都有這種 「跑不死」的特
點。而且，希丁克還在執教1998年世界
盃上的荷蘭隊時，帶領那批高水平的球
員，踢出過激情四溢的攻勢足球，可見
他執教風格多樣，有着較強的適應和改
造能力。

納比在擔任國家隊主帥近兩年來，
曾提出過 「大國家隊」理念，也嘗試過
盡可能地將有潛力的年輕球員帶到國家
隊中，這意味着兩位2006年世界盃上做
過對手的主帥，未來將在年輕球員的培
養和徵調上，存在交集。另外，從各級
國字號球隊技戰術風格統一的需要來看
，兩位都是年過七旬的老帥，也需要為
中國男足在理念上延續性的發展，做好
重要的研討和溝通。

但一個不確定因素是，率領中國男
足在12強賽上展現出全部水平的納比，
在明年1月的亞洲盃結束後合約也將到期
，能否與中國足協續約，是一個未知數
。這將關係到國家隊備戰下一個世界盃
周期的計劃。

而此時希丁克的上任，也被一些業
內人士解讀為，中國男足在成年國家隊
建設上的 「雙軌制」模式。他與納比團
隊是否能長期共存、良性互動，將是一
大看點。

挑戰二：能否提升能力？
希丁克上任後時間緊迫，首先要參

加明年3月舉行的U23亞錦賽外圍賽，從
而進入到2020年初舉行的亞錦賽正賽，

屆時16支球隊將爭奪3個東京奧運會的參
賽名額。從以往戰績來看，連續缺席了
倫敦和里約奧運會的中國國奧隊，想要
從中爭得一席，難度不言而喻。

主要由1997年齡段球員組成的國奧
隊，目前還沒有展現出讓人放心的技戰
術能力。2016年，當時還是李明帶隊的
97國青，在亞青賽中三戰未嘗勝績小組
墊底，成績尚不如小組賽曾擊敗日本殺
入16強的1995國青。2017年至今，無論
是重新選拔和組建這支球隊的孫繼海，
還是曲靖四國賽之前接手的沈祥福，在
他們的努力下，這支球隊雖已逐漸成形
，但大賽競爭力還很有限。

而且，這個年齡段的球員往往踢球
的習慣和技術能力已經成形，希丁克生
涯雖然履歷輝煌，但執教的都是成熟的
職業球會和國家隊。面對可能在許多方
面都需要提高的21歲以下年齡段球員，這
位71歲的老帥，能否在生涯末期，再耐
心地從青訓細節入手，去盡可能提升這
些球員的比賽能力，將對他是一大考驗。

挑戰三：能否學到真經？
不管是國家隊還是聯賽，近年來中

國足球已經成為世界名帥的 「集散地」

，有納比這樣的成功者，也不乏卡比路
等黯然下課的例子。

對中國足球來說，在獎盃和榮譽之
外，其成功經驗或者失利教訓，執教理
念和管理模式的可取之處，是應該留給
中國足球的東西。

誠然，名帥登陸時，從助理到體能
教練，甚至後勤人員都是清一色的 「原
裝進口」，但中國足球應當有主動學習
的精神和意識。納比在第一次簽約恒大
時，俱樂部力主派到教練組的李鐵，目
前已經可以在職業聯賽獨當一面，是一
個很好的例子。如今沈祥福以及其他本

土教練，能否從與希丁克的共事中，將
高水平執教理念真正學到手，也是要重
視的一方面。

此外，在近幾年男足成績難有突破
的現實水平下，也要理性看待外教能夠
拔高球員的高度。因此，中國足協更應
保持定力，吸取 「豪賭出線權」的歷史
教訓，要在重視國家隊建設、配備高水
平外教的同時，更要以同樣的力度、投
入和決心，做好足球普及、本土教練員
培養、青訓體系的夯實以及職業聯賽的
規範，這才是中國足球長遠發展的內核
驅動力。 （新華社北京報道）

希丁克掛帥國奧面臨三大挑戰
岳東興、公兵、王浩明

▲沈祥福（右）將協助希丁克工作
資料圖片

▲希丁克出任中國U21男足主教練任重
道遠 資料圖片

▲中國隊球員武磊（中）在比賽中射門
新華社

▲中國隊首發球員在比賽前合影 新華社

丁俊暉強勢反勝艾倫
上 海 桌 球 大

師賽昨天上演次
圈賽事，中國名
將丁俊暉以局數
6：3擊敗北愛爾

蘭名將艾倫晉級八強。丁俊暉在
先贏一局64：19後，連輸三局16：54
、52：60、0：86，不過丁俊暉及
時止住頹勢，連贏五局83：11、
138：0、90：25、112：0、76：4
，逆境下強勢反勝。丁俊暉八強
的對手將是英格蘭名將 「李斯特
小丑」沙比。（now637台今晚七

時直播次圈賽事）
（記者張銳）

迪雲布加將缺陣六周
NBA球隊太陽昨天宣布，當

家球星迪雲布加昨天早上接受手
部手術，將缺陣約六周，他將不
能參加太陽的季前訓練營。此外
，他還將缺陣全部五場季前賽和
至少前三場常規賽。太陽在常規
賽前三場比賽的對手分別是獨行
俠、金塊和勇士。2017-18賽季是
迪雲布加NBA職業生涯的第三個
賽季，上季他場均24.9分、4.5個
籃板、4.7次助攻。 （記者張銳）

簡訊

▲石偉雄（右）向師弟師妹傳授體操基本功 體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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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偉雄（右）與母校師弟師妹分享人生經歷 體院圖片

▲中國選手丁俊暉在比賽中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