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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河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暨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古都洛阳落

下帷幕。 本届省运会有 5 万余人参赛，
创下了历史之最。 周口代表团在本届省
运会中斗志高昂、奋勇争先，展现出良
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 获金牌 31
枚、银牌 31 枚、铜牌 40 枚，奖牌总数位
居全省第八名，荣获本届省运会“体育
道德风尚奖”， 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
文明双丰收，体现了竞技体育与全民健
身的高质量发展。

厚积薄发 优势项目不“缩水”

传统优势项目的稳定发挥在周口

代表团本届省运会的征程中起到 “压
舱石”的作用。 其中，中国式摔跤项目
成绩位居全省第一 ，拳击 、跆拳道 、游
泳等项目成绩位居全省前列。

在省运会赛场， 我市运动员将客
场变为主场。 在中国式摔跤比赛中，我
市 16 人参赛。 在 6 天的赛程里，运动
员们共获得金牌 3 枚、铜牌 2 枚。 在拳
击比赛中 ，我市 19 人参赛 ，在 6 天的
赛程里，获得金牌 2 枚 、银牌 4 枚 、铜
牌 5 枚，总成绩在全省排名第四。 在跆
拳道比赛中 ，我市 18 人参赛 ，在 7 天
的赛程里，获得金牌 3 枚 、银牌 2 枚 、
铜牌 2 枚，金牌总数在全省排名第三。
在游泳比赛中 ，我市 37 人参赛 ，获得
金牌 8 枚 、银牌 1 枚 、铜牌 4 枚 ，总成
绩在全省排名第四。

厉兵秣马 年轻队员挑重担

在本届省运会上， 大批年轻运动
员奋力拼搏，成绩斐然。赛场上的成绩
离不开背后的刻苦训练。 在备战周期
中，无论严寒还是酷暑，周口健儿始终

坚守在训练场上。 正是得益于刻苦训
练，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周口竞技体
育才能在新时代扬帆起航。

在本届省运会中国式摔跤比赛

中，摔跤选手各显其能 ，与对手在踢 、
缠、搂等动作中展开激烈角逐。 一系列
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完美展现了中国式

摔跤的力量之美。 我市运动员毕建宇
获得男子甲组 66 公斤级冠军、李泽楷

获得男子乙组 76 公斤级冠军、蒋文钰
和吴天雨分别获得 50 公斤级和 56 公
斤级女子团体冠军。 “比赛中，每当筋
疲力尽的时候， 我脑海中总会闪现出
自己的训练场景， 心中就更加坚定要
赛出好成绩，为周口争光。 ”17 岁的摔
跤运动员毕建宇说。

在拳击比赛中 ，参赛选手们精神
抖擞 、斗志昂扬 ，进行着体能 、技术

和心理的比拼 。我市拳击运动员朱冰
冰沉着冷静 、 出拳利落 、 攻势猛烈 ，
获得女子 51 公斤级冠军 。“朱冰冰在
这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与她刻苦
训练和实战中头脑灵活 、合理运用战
术是分不开的 。 ” 教练赵家辉说 ，此
次比赛是一个提高运动员们技战术

水平 、对抗能力的舞台 ，也是一次磨
练的机会 。

体教融合 体育强市重发展

随着本届省运会落下帷幕， 我市
取得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的双丰收 ，
圆满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交办的任务，
向全市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近年来 ， 我市为实现竞技体育
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不断探索
深化体教融合工作 ， 建立体教融合
发展工作机制 ， 全面实施青少年体
育活动促进计划 ；推动田径 、足球 、
篮球 、排球 、乒乓球 、羽毛球等项目
进校园 ， 加强中小学校运动队及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 整合体育系
统资源和社会资源 ， 推动体育场馆
设施免费 、低收费向学校开放 ；完善
青少年体育赛事和训练网络体系 ，
定期举办学生 （青少年 ）运动会 ，鼓
励社会力量承接 、 组织青少年体育
赛事活动…… “我们高度重视后备
人才的培养 ， 以青少年体育训练基
础为抓手 ，加强运动员梯队建设 ，精
挑细选优秀运动员进行科学训练 ，
拓展人才资源 ， 充实青少年运动队
伍的建设 ， 为周口竞技体育的发展
夯实基础 。 ”市教育教体局相关负责
人说 。

本届省运会的捷报 ，将鼓舞周口
市民的健身热情 ， 激发周口全民健
身的热潮 ， 助力周口高质量打造体
育强市 。 ②2

赛场拼搏创佳绩 周口健儿载誉归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赵永昌 文/图

瘦弱的身板，黝黑的脸庞，上身穿
一件粗布黑色长袖褂， 下身穿一条深灰
色裤子，赤脚蹲在田间地头，说起话来面
带笑容， 他就是商水县平店乡胡庙村村
民刘应新。近年来，刘应新大胆创新发展
特色产业，人们称他为“刘大胆”。

今年 58 岁的刘应新，家里共 5 口
人，分了 4.9亩“责任田”。 18年前，他妻
子李珍患了一场大病花光了家中积蓄，
家中欠了不少外债。 2015年，刘应新因
患淋巴肿瘤生命垂危，手术成功后“捡
回”一条命。 家中两个“顶梁柱”先后生
一场大病让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关键时候 ， 多亏政府帮助了我
们。 ”至今刘应新仍怀感恩之心。 2016
年，刘应新家里因为穷得 “叮当响 ”而
被评定为贫困户。 后来，在国家“到户
增收”“金融扶贫”等政策帮扶下，刘应
新家人均收入“达标”，顺利脱贫摘帽。

脱贫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的起
点。 刘应新认为，坐等政府的帮助依旧
会坐吃山空， 只有自力更生才能丰衣
足食。 2021 年，他开始张罗着借钱，承
包土地。 他妻子和亲戚们当时比较反
对，担心他赔钱。 在刘应新的坚持下，
亲人们最终同意， 刘应新凑够了 10 多

万元启动资金。
大胆尝试， 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

步。 2021 年春，他在电视上看到外地

一些农户种植金丝黄菊获得不菲的收

入。 通过奔赴现场考察学习，他投入 1
万余元 , 引种了 10 余亩 17000 多棵

“致富菊 ”。 但在收获时 ，客商反馈意
见说：“如果能烘干进行初加工 ，每斤
收购价达到 7 元， 效益较高。 如果直
接卖鲜菊花 ，运费成本大 ，收购价低
至 3 元。 ”刘应新因条件不具备，辛苦
一季却赔了钱。

失败是成功之母。 2022 年，刘应新
吸取教训，分析市场，种植了 20 亩优质
红薯，20 亩小麦、玉米。 他经过计算，收
入达到 20 余万元， 刘应新看到了奋斗
的希望。

“今年俺种了 80 亩‘甜宝’西瓜，尽
管价格不高但产量高， 保守估计也能
收入 20 多万元； 种了 20 多亩花生，长
势很好， 保守估计能卖 3 万多元；100
多亩优质玉米能收入近 20 万元……”
刘应新掰着指头对承包的近 300 亩耕
地进行估算，脸上绽放出了笑容。

问起今后的打算，刘应新说，村干
部已经帮他申办了 “创新家庭农场”，
在他家农场干“天工”“季节工”的村民
有 40 多人。下一步，他还要大胆流转土
地，力争承包土地面积在 500 亩以上。

刘应新说 ， 他家已经投入 30 多
万元盖起了一座 “小洋楼 ”，大儿子能
干懂事，已经结婚。 下一步，家里的小
目标就是给二儿子也盖一座 “小洋
楼”。 ②2

“刘大胆”创业记

������8 月 3 日，在栾川县伏牛山足球场，周口男足队和郑州男足队争夺第十四届河南
省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足球甲组冠、亚军，最终，周口男足获得亚军。 记者 梁照曾 摄

“刘大胆”在田间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