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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长跑 郧西天河打出体旅融合组合拳
湖北日报讯（记者郭晓明）当七夕之时，于七夕之

地，携子之手，共度一生一世。8月11日上午，在牛郎织
女神话传说发源地郧西县，“天上七夕 人间郧西”2024年
郧西天河爱情长跑激情开跑，1554名选手在美丽的天河
之畔共赴这场全长10公里的浪漫之约。

经过一番争夺，身背520号码布的卫冕冠军李斯特/
申万酉以38分06秒的成绩赢得了情侣组的冠军。这对
选手不仅手牵手越过终点，全程也是用一根橡皮绳相依
相伴、不离不弃。李斯特表示，这算是他们的秘密武器：

“橡皮绳的作用是两人的体力连为一体，互相促进。我
想这也是最符合七夕文化和天河爱情长跑的做法。”大
众组男子冠军由十堰名将陈仁康获得，成绩是35分16

秒。潘莉莉以44分17秒取得大众组女子冠军。
郧西是七夕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被誉为“中国

七夕文化之乡”。2014年“郧西七夕”作为民俗项目，被
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值“郧西七
夕”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周年之际，2024
年郧西天河爱情长跑借“十全十美”的寓意，推出全长10
公里赛道，1554名参赛选手均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分
设情侣组和大众组，每名完赛选手都会获得天河爱情马
拉松专属定制完赛奖牌。其中情侣组参赛选手须手牵
手同时通过终点计时毯，寓意彼此扶持、彼此鼓励。这
种独特的赛制与天河爱情的主题相结合，产生了绝佳的
文化吸引力。拿到888号号码布的杨航/汪自瀚是经过

朋友推荐产生了参赛念头的：“我们经过了七八年的异
地恋，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参加爱情长跑了。”

为保障天河爱情长跑活动的顺利进行，郧西县公
安、交通、医疗等部门与志愿者辛勤工作、协同配合，共
同为参赛选手和观赛市民打造出一个完美、称心的参赛
和观赛环境。多年来，该县通过七夕文化“搭台”，持续
发力文旅融合、体旅融合发展，改善旅游环境，先后荣获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
强县”“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名县”“中国健康旅游目
的地”等称号。来自武汉的卫冕冠军李斯特表示：“去年
我们是第一次来，还没玩够呢。今年我们肯定要好好看
看，尤其是郧西著名的马头羊，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2024年郧西天河爱情长跑情侣组选手携手冲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时龚 郭晓明 通讯员 邹景根 摄）

“都看哭了”“太感动了”……
8月10日23时24分，王宗源母亲赵毅给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发来微信，此时距离湖北日
报微信公众号刊发《392张车票，找奥运冠军报
销？网友：泪目！点赞！》一文，仅仅过去4个小
时——阅读量已达7.8万、点赞700余次、留言
120余条。

从不满7岁只身前往武汉踏上跳水之路，

到23岁夺取第二枚奥运金牌，王宗源成功的
背后是父亲王迎飞、母亲赵毅跨越16年的思
念与牵挂。从2008年到2024年，王宗源父
母多次往返襄阳与武汉之间看望忙于训练的
儿子，攒下300余张火车票（本报8月9日12
版报道）。

网友“77”留言：王宗源的每一次飞跃，都
是对自己极限的挑战，都是对梦想的执着追

求。这是关于一个家庭的传奇，关于一个运
动员的奋斗，更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荣耀。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将继续以
自己的方式书写更多的传奇，为中国跳水，为
祖国赢得更多荣誉。

392张薄薄的车票，浸满了浓浓的爱意。
为了省钱，他们更多选择绿皮车的硬座或无
座，为了儿子，他们会在出发前煲一锅山药排

骨汤，然后装进保温桶带到武汉。
网友“淡淡的味道”留言：这些车票就是

见证！可怜天下父母心！
网友“杨修波”留言：泪目了，几乎都是无

座和硬座。他的父母用无数个不眠之夜，无
数次的往返奔波，支持着他的每一次跳跃，每
一次翻腾。他们的爱，如同那些车票，虽然轻
薄，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情感与期望。

网友“暖暖”留言：392张车票承载着父母
满满的爱，冠军来之不易，继续加油！

8月11日，该文先后被新华网官方微博、
人民网微信公众号转发。中国体育记者协会
原副主席许基仁在微信朋友圈有感而发：“看
到这样的报道，眼前一亮，心中一暖。”

无数网友对王宗源寄予厚望：“4年之后，
我们期待你在洛杉矶双金披身。”

夺冠路上，家人是他们心底的靠山
4金1银1铜！在刚刚闭幕的巴黎奥运会上，我省体育健儿取得骄人战绩。沉甸甸的奖牌背后，有他们一路拼搏的汗水，更有家人的默默付

出。家人的爱，让他们勇往直前。家人，是他们夺冠路上最坚硬的铠甲，也是他们心底深处的靠山。

王宗源3岁就与水
结下不解之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赵峰 通讯员 唐姗姗 欧阳纯朴

“只要守护心里那道光，就一
定能抵达远方！”北京时间8月11
日凌晨，在巴黎奥运会收获一金一
银的王宗源把目标瞄准了4年之
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2001年 10月 24日，王宗源
出生在襄阳市襄城区，距离汉江仅
有几百米。

父亲王迎飞是襄阳市冬泳
协会成员，经常带着王宗源在水
里扑腾。王宗源3岁时，父亲准
备带他横渡汉江，母亲赵毅担心
出意外。“男子汉就该在风浪里
搏击，何况还有我在身边。”王迎
飞说。

横渡汉江，全程约800米。穿
着救生衣游出100多米后，王宗源
吓得哇哇直哭。王迎飞鼓励儿子
继续向前，待成功上岸后，王宗源
兴奋不已，信心大增。

自此，王宗源与水结下不解之
缘。

还不满7岁，王宗源来到武汉
洪山中心少儿体校练习游泳。王迎
飞、赵毅放心不下，几乎每周都乘坐
绿皮火车去武汉，悄悄塞给教练
100元钱叮嘱：“娃子正长身体，他
要是饿了，麻烦给买点零食。”

功夫不负苦心人。王宗源迅
速脱颖而出，于2011年被湖北省
跳水队教练刘世明看中，正式进入
省队，并开始在国内各项比赛中崭
露头角。

然而，2016年的一天，王宗源
在训练中出现意外，左手大拇指戳
到泳池壁，当场骨折。虽然经过治
疗最终康复，却被教练告知：“10
米台对手指的力量和灵活性要求

高，建议你改练3米板。”
仿佛晴天霹雳！王宗源犹如

掉进冰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
得知这一消息，王迎飞和赵毅急匆
匆赶到武汉，悉心安抚儿子。

直到预订返程火车票时，王迎
飞小心翼翼地问：“你跟我们回
家？还是回队里？”

王宗源沉默许久，最后毅然答
道：“队里。”

“这就对了，已然如此，就要坦
然面对。”王迎飞说，“你的优点是
身体灵活，空中身体控制能力强。
我们坚信，你会在跳板上取得更好
成绩。”

重新振作的王宗源在3米板
上进步飞快，多次在队内循环赛中
一骑绝尘，于2017年进入国家队。

王宗源去了北京，父母去看他
的次数变少了。“孩子长大了，当他
有心里话时，会主动联系我们。”赵
毅说。

2021年7月28日，首次出战
东京奥运会，王宗源搭档队友谢思
埸夺取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直
到此时，他才告诉父母：“赛前一
周，腰伤复发，每一跳都是咬着牙
完成的。”王迎飞和赵毅流下了幸
福而又心疼的泪水。

进入巴黎周期，王宗源几乎囊
括所有国际比赛的男子单人、双人
跳水3米板桂冠。本届巴黎奥运
会，他再度收获一金一银。

直到8月9日15时，他们才接
到儿子的越洋视频。赵毅眼含泪
花说：“努力没有白费，付出终有收
获。不管是金牌，还是银牌，你永
远是妈妈的好儿子！”

从小怕水的昌雅妮
走上了跳水之路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巍巍 通讯员 尹立群 李辉

一金一铜，仙桃姑娘昌雅妮用两
枚奖牌为自己的首个奥运会画上圆满
的句号。

7月27日，昌雅妮与队友陈艺文
摘得巴黎奥运会跳水金牌。这是湖北

“首金”，中国第二金。8月9日晚，在
跳水女子3米板决赛中，她“逆袭”获
得一枚铜牌。

“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距离理
想目标可能有点差距。”看着电视镜头
里掩面而泣的孩子，昌雅妮的父亲昌
先圣红了眼眶，“宝贝辛苦了，我很满
意她的表现。回仙桃后，我请她吃鳝
鱼粉、苕面窝。”

那个小小的苕面窝，是父亲深沉
的爱。“宝贝喜欢吃苕面窝，每次回仙
桃，我都会请她吃。”昌先圣告诉湖北
日报全媒记者。

2001年，昌雅妮出生在仙桃沙嘴
街道，从小就活泼可爱，走路一蹦一
跳，表现出优于其他小孩子的体育天
赋。2006年，昌先圣将她送到离家较
近的李小双体操学校练习体操。

“孩子走上跳水之路，我是没有预
料到的。”昌先圣笑着回忆，昌雅妮从
小怕水，连装满水的澡盆都不敢下
去。2008年暑假，湖北省跳水学校教
练欧爱江到仙桃挑选跳水苗子，一眼
便相中了昌雅妮。

昌先圣担心昌雅妮在武汉不适
应，把她送到省跳水学校后，就在学校
对面一家宾馆住下，就近打听昌雅妮
的训练情况。

“你下水了吗？”“下水啦！”“你适应
吗？”“蛮好啊！”“我看到有的小朋友训
练都哭了，怕不怕？”“我很喜欢。”

第一天晚上，昌雅妮的表现让父
亲吃下定心丸。第三天，昌先圣便放

心返回仙桃。
女儿来到武汉，父亲的心也飞到

了武汉。几乎每个周六，昌先圣都会
开车到武汉，陪昌雅妮过周末：周六在
酒店住一晚，周日下午买好牛奶、水
果、面包，再将女儿送回队里。

昌雅妮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半年
后以出色成绩加入湖北省跳水队。
2014年春，昌雅妮被选送到国家跳水
队集训，2015年入选国家跳水队。

女儿在哪儿，父亲的牵挂就在哪
儿。一开始，昌先圣几乎每个月都要跑
一趟北京。“国家队周日会放假半天。”
昌先圣总是掐好时间，周六下午从仙桃
开车到武汉，连夜乘火车到北京；周日
中午，赶在昌雅妮放假前接她。父女俩
吃顿饭、聊一聊。当晚，昌先圣把昌雅
妮送到宿舍，再坐一夜火车赶回武汉。

当时，Z38次列车从武昌站开往
北京西站，夕发朝至。昌先圣记不清
自己坐过多少回。“经常跑，我和乘务
员、列车长们都混熟了。”昌先圣说。

在国家队，昌雅妮主攻双人10米
跳台，与队友在多个赛事上夺金。自
2017年起，昌雅妮接受国家队的安
排，从10米跳台转攻3米板。昌雅妮
每天主动加练两个小时，昌先圣也只
能在晚上9时后联系上她。“爸爸，我
不怕累，我一定要练好！”昌先圣心疼
不已，但嘴上始终鼓励着女儿。

2017年，转跳板后的首个国际大
赛，昌雅妮在机场给昌先圣打电话。“爸
爸，我好紧张，心都快跳出来了。”昌先
圣为她打气，“宝贝加油，爸爸相信你！”

父亲的陪伴与鼓励，是最深沉的
爱。7月27日，昌雅妮夺得金牌后，昌
先圣当即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语音：“感谢
宝贝！升国旗时，一定要大声唱国歌！”

晚上9点的电话粥
孙佳俊和奶奶从未间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泽牧 通讯员 王振

8月5日凌晨，中国队夺得巴
黎奥运会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
力金牌。

“今天是你的生日，奶奶祝你
生日快乐，永远快乐！”奥运夺金
后，奶奶代仁美第一时间给征战
巴黎的孙子孙佳俊发去微信。凌
晨2时53分，孙佳俊回复：“谢谢
奶奶！”

这个生日祝福，迟到了4天。8
月1日是孙佳俊24岁生日，但前往
巴黎参加奥运会后，家里很少打扰
他，就怕影响他比赛。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赛场
上升国旗、唱国歌。”奶奶说。

2000年孙佳俊出生以后，由
于父母忙于工作，每天早出晚归，
奶奶一直陪伴着孙子成长。小佳
俊6岁时，奶奶就带着他进入宜昌
市体育运动学校，进行游泳项目训
练。

“宜昌以前没有恒温泳池，训练
条件十分艰苦。”代仁美回忆，通过
刻苦训练，孙佳俊先后参加全国少
儿游泳锦标赛、全国游泳冠军赛等
国家级赛事，拿下不少奖项。

2012年小学毕业后，孙佳俊
前往武汉，进入湖北省游泳队试
训。在奥体中心训练时，为了与孙
子交流方便，奶奶给孙佳俊配备了
手机。因训练期间手机须上交，她
只能在每个周末的晚上，通过短信
与孙子联系。

“他几次申请加入省队，却没
有通过考核，这让他有点失落。”
代仁美心疼地说，那段时间，他们
在武汉租了一间 6 平方米的小
屋。屋里空间狭小，做饭只能在

外面阳台上，遇到刮风下雨，还要
打伞。

在奶奶陪伴下，孙佳俊2016年
正式进入湖北省游泳队，2018年进
入国家游泳队。

随着比赛越来越密、训练强度
越来越大，祖孙俩一年都难得一
见。最让代仁美期盼的是周末晚
上9时，这是祖孙俩“煲电话粥”的
时间。

“通常周末晚上八九点的样子，
佳俊会给家里打电话，聊一些家长
里短，也会分享训练中的点滴故
事。”奶奶说，佳俊很孝顺，每次节假
日都会主动给家人送祝福。

有心人，天不负。进入国家队
半年时间，孙佳俊就在青奥会上连
续揽下男子100米蛙泳、4×100
米混合泳接力和50米蛙泳的冠
军，成为“三金王”。2021年全国游
泳冠军赛上，他获得男子100米蝶
泳冠军。

除了运动员身份，孙佳俊还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一名研究
生。最近两年，孙佳俊一直忙于备
战奥运会和亚运会，尽管平时训练
很忙，他对学习却看得很重，也抓
得很紧。

奶奶通过煲电话粥了解到，孙
佳俊在训练后，经常只能利用晚上
时间自学。“这么多年的体育训练
都经历了，学习中的难题也一定能
拿下！”她鼓励孙子。

上周，孙佳俊获得巴黎奥运会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金
牌后，第一时间给奶奶打来了电
话。代仁美对电话那头嘱咐：“坚
持，努力，继续前进！”

2019年10月底，王宗源（中）与父亲王
迎飞、母亲赵毅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392张车票，见证奥运冠军身后的非凡之路
本报全媒报道看哭众多网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赵峰

昌先圣（前排左三）观看女儿的比赛。
（湖北日报通讯员 郑恒 摄）

孙佳俊（左二）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