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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金规格高 赛场造“网红”

相比于国家英雄和东道主的骄傲，一
些在成绩上并不如此出色的运动员并没有
在奥运的赛场上失色，像中国游泳女运动
员“洪荒之女”傅园慧等等。

里约奥运也被网友称为一届盛产“网
红”的盛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24岁游泳
运动员罗贝尔·基罗斯·哈布特就是通过
这种方式意外走红的。他没有迈克尔·菲
尔普斯或者瑞安·罗切特“洗衣板”一般
的8块腹肌，也没有修长的流线型身材。身
材矮胖，还挺个大肚腩的哈布特参加了男
子100米自由泳的比赛，并且以1分49秒的

成绩在预赛中排名垫底。
然而，网络上的段子手们根本不在乎

他的比赛成绩。“矮矮胖胖大叔级身材”成
为这位埃塞俄比亚小伙的标签，他还被网
友亲切地称为“肚腩哥”。

而对于自己的“走红”以及网络上各
国网友的调侃，哈布特的反应却十分正能
量：“我希望能为我的国家做出一些不一样
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游泳。”哈
布特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说道，“在埃塞俄
比亚每个人都选择跑步而非游泳。但我不
想跑步，我想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游得
不够快也没关系。”

哈布特的这次奥运会经历还是有特别意
义的。作为来自非洲的游泳选手，他在奥运
赛场上的亮相本身就非常值得尊重。要知
道，在非洲游泳和长跑不同，并不是一件可
以随随便便参与的运动，而这位代表埃塞俄
比亚出战奥运会的选手，甚至是到了里约后
才生平第一次看见标准的游泳池。

哈布特坚持游完比赛，看台上的观众
们也给予了他热情的掌声鼓励。因为他的
身上诠释了奥运会的精神，至少他尽自己
全力游到了最后，坚持到底。

据《法制晚报》

““肚腩哥肚腩哥””哈布特哈布特

里约奥运赛程过半，各
国在奖牌榜上的竞争也趋于
白热化，相比于中、美、英
等金牌大户，越南、斐济、
新加坡等国的争金实力似乎
“微不足道”，但实现金牌历
史零的突破的喜悦却早已让
这些国家的人们沸腾。当
然，奥运会不仅仅是争夺奖
牌，励志故事和传奇同样具
有超凡人气，他们和那些首
金英雄一样，都因为传递着
正能量而成为这届奥运会的
“网红”。

首金英雄
高规格迎接加巨额奖金

提起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中国观众都
会想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许海峰。同
样，在今年里约奥运会，也出现了五位诸如
许海峰式的运动员，为各自国家（地区）取
得奥运历史首金，他们也成为“国家英雄”。

42岁的越南射击选手黄春荣在里约奥运
会上为越南赢得1枚金牌和1枚银牌。黄春荣
也结束了越南对于首枚奥运金牌长达60多年
的等待，他还是越南首位赢得2枚奥运奖牌的
运动员，也是首位在奥运会上打破纪录的越
南选手。

赢得首金后，归国的黄春荣受到了英雄
般的礼遇，在黄春荣所乘飞机降落数小时
前，位于河内的机场就云集了百余名前来迎
接的官员和普通群众，甚至正准备登机的旅
客也主动滞留在候机大厅，等待英雄的归来。

越南政府给予黄春荣的物质奖励同样不
少，据当地媒体透露，越南政府计划授予黄
春荣约13.5万美元的奖金，以表彰他在奥运
会的出色表现，而此前网上盛传的50年内付
清奖金也被证明是网友的恶作剧。

同样，为科索沃地区夺得历史首金的柔
道女将凯尔门迪、战胜菲尔普斯为新加坡夺
金的小将斯库林以及科威特首金获得者、射
击选手哈尼阿尔德，在回国后无一例外都受
到了高规格的欢迎仪式。

小国奇迹
全国放假一天庆祝

相比之下，在8月12日男子七人制橄榄
球决赛中战胜英国队夺得奥运历史首金的斐
济队同样毫不逊色。

斐济是一个太平洋岛国。在这个国家，
最盛行的运动就是七人制橄榄球，它是斐济
的“国球”。斐济队是2014年和2015年世界
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的冠军，此次奥运会也
被视为夺冠最大热门。本届奥运会，斐济队
六战全胜，在决赛中，更是以 43:7 的比分

“吊打”英国队，赢得了斐济代表团历史上
首枚奥运金牌。在斐济首都苏瓦，到处可以
听到汽车喇叭声和人们的欢呼声，插着斐济
国旗的汽车在道路上飞驰，也有人挥舞着斐
济国旗跑到路中央跳舞。

对于这枚金牌，斐济全国上下早就非常
期待，在比赛进行期间，甚至有商店关门。
斐济总理每场比赛都现场观战，除了宣布全
国放假一天外，还表示将会给球员以及英国
教练予以嘉奖。

励志女孩
运动生涯传奇故事早已流传

为自己的祖国创造历史固然值得关
注，但每一届奥运会，东道主在赛场上的
表现更备受关注。为巴西在家门口夺得本
届赛事代表团首金的柔道女将席尔瓦成为
巴西媒体和欧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
象。她背后的励志故事成为东道主为数不
多的正能量。

在欧美主流媒体看来，席尔瓦的成功
证明了出身并不是决定成功的因素，正如
她自己所言：“对现在正在看柔道的小朋
友来说，看到一个像我这样离开贫民窟而
取得成功的人是件好事。”

而在巴西国内，席尔瓦的故事则早已
广为流传：“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拉斐拉的
故事。”一名巴西粉丝在接受美联社采访
时说，“这不仅仅是一块奖牌的事儿。这

是穷人的胜利，这是他们的希望。”
相比于出身，《华盛顿邮报》 等媒体

将报道重点集中于席尔瓦本人艰难的运动
生涯，并直言她的故事丝毫不逊于西方任
何一位功成名就的冠军：“16 岁的时候，
席尔瓦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三年后她
在 2011 年世锦赛上获得银牌。但是席尔
瓦的奥运之路险些止步于 2012 年伦敦奥
运会。当时她获得了奖牌，但是之后又被
撤销了资格。当时她在社交媒体上饱受种
族歧视的攻击。”

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巴西代表
团在本届奥运会金牌数仍为一枚，而席尔瓦
的故事早已被欧美和巴西等多家媒体争相报
道，她个人社交网站上的粉丝也翻了十几
倍，成为巴西国内最受关注的运动员之一。

网红盛行
“肚腩哥”堪比“洪荒之女”

巴西柔道女将席尔瓦。

被寄予厚望的中国跳高名将张国伟在里
约奥运会上发挥失常，无缘跳高决赛。素有

“田径泥石流”之称的张国伟在进驻奥运村之
后屡发照片，大有抢夺“奥运网红”名号之
势。而网友更是扒出了张国伟历次参加大赛
时的证件照，这个颇爱搞怪的大男孩画风奇
特，引得网友心生疑惑，纷纷评论，将张国
伟的证件照评为“奥运未解之谜”——比如
说，上图这张参加国外大赛的张国伟证件照
是怎么顺利通过审核的呢？ 晚综

张国伟证件照画风奇特
网友称是“奥运未解之谜”

射击场儿子“打败”老子
替父亲圆了奥运冠军梦

望着升起的三面旗帜，听着意大利国
歌，55 岁布鲁诺·罗塞蒂的心中一半是海
水，一半是火焰。让他沮丧的是，他执教的
法国飞碟队两名王牌选手在资格赛加赛中功
亏一篑。让他欣喜的是，击败他这两名弟子
的，是他的儿子、21岁的加布里埃尔·罗塞
蒂。最终，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以决赛所有
碟靶全中的傲人战绩夺走冠军。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老罗塞蒂因为
最后一靶失误无缘金牌，那场比赛最终夺金
的是中国女选手张山。时隔24年，布鲁诺的
儿子终于替他圆了奥运冠军梦。

张山对于当年举世瞩目的“巾帼胜须
眉”一战记忆犹新。她在朋友圈写道：“里约
奥运会男子飞碟双向冠军得主，是21岁的意
大利小将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他以两个16
中满中的成绩获得冠军。他的父亲，就是当
年和我一起站在领奖台上获得铜牌的选手。
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在争夺决赛最后一个资
格的时候，打掉了由他父亲执教的两名法国
队选手，又在决赛中完美发挥，成就了父子
俩的奥运冠军梦。”

一杆老枪，一名新锐，一对父子。接过
爸爸的枪，加布里埃尔·罗塞蒂成为飞碟射
击领域又一名顶尖高手。他曾在2014年世界
青年锦标赛上拿到冠军，如今，“奥运冠军”
的身份让他刚刚开始的职业生涯添上了十分
传奇的色彩。

“在我的记忆中，每届奥运会意大利队
都有冠军，意大利队就是这样的传承，成就
了飞碟项目的梦之队。”张山写道。

将门虎子，加布里埃尔憧憬着更美好的
未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