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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组委：将评估东京奥运新日期带来的影响

温网
自二战后
首次取消

新华社消息 4 月 1

日愚人节，世界网坛迎来

一个让很多人都希望是

个玩笑的消息——全英

俱乐部决定停办今年的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这

一历史悠久的草场大满

贯赛在二战后首次遭遇

取消命运。此外，今年的

草地赛季已确定没有比

赛，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

的职业网球赛事至少在

7 月 13 日之前都不会上

演。

全英俱乐部1日发表

声明称，由于担忧新冠肺

炎疫情对公共健康的影

响，他们无比遗憾地决定

取消 2020 年温网锦标赛。

第 134 届锦标赛将推迟至

2021年6月28日至7月11

日举行。此外，英国网协与

国际网联以及男、女职业

选手协会共同宣布放弃整

个草地赛季，世界网坛“停

摆”将至少持续到 7 月 13

日。

瑞士天王费德勒在社

交媒体转发今年温网取消

的消息时，只用了“极度震

惊”这样一个词，而这个英

文单词同时还有“被彻底

摧毁的”的意思。拥有 20

个大满贯奖杯的费德勒曾

8 次称雄温布尔登。明年

温网开赛时，他将接近 40

岁。

事实上，职业赛事的

取消对那些世界排名在

100 名之外的选手而言更

是 致 命 打 击 。以 温 网 为

例，只要能通过资格赛考

验或者凭借外卡获得正

赛资格，哪怕单打首轮就

出局，也能带走大约 5 万

英镑的奖金。敲开大满贯

正赛大门，对这些一年年

努力训练的“无名”选手

已算是精神和物质的双

重肯定。

（张 薇）

百名明星捐私人物品筹款

《广州日报》消息 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近日全世

界的100多位体育人士参与了一项筹款活动，通过每人捐

赠一件自己物品的方式来筹集善款，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拍

卖，有意者都可以出价，最低出价25美元（约合人民币177.4

元），最终将从出价的人当中抽取一人获得这件物品。

目前，参与活动的体育名人包括NBA球星斯蒂芬·库

里、高尔夫球星麦克罗伊、游泳天王菲尔普斯、体操女皇拜

尔斯等。他们捐出的物品各不相同，如库里捐出自己的签

名球衣，拜尔斯捐出自己的签名体操服，菲尔普斯捐出游

泳衣等，NBA独行侠队的老板马克·库班捐出的竟是一张

有自己签名的支票。目前，竞价最高的是美国女足队员罗

斯·拉芙林的签名球衣（7202美元，约合人民币51106元）。

（周婉琪）

破产减薪失业纷至
疫情下国际体坛艰难度日

新华社消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多

个体育组织或俱乐部的钱袋子吃紧。美国英式橄榄球协会已

宣布申请破产，而在足球世界，在多支队伍颁布减薪令后，梅

西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证实了巴塞罗那一队队员减薪70%

以维系俱乐部运营的消息。法甲由于比赛暂停，已经出现电

视转播机构暂停支付转播费、球员“暂时失业”等情况。

3月31日，美国英式橄榄球协会宣布，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橄榄球比赛暂停，导致“春季和夏季会费、赞

助和额外收入均大幅减少”，协会已经开启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英式橄榄球协会表示，根据美国破产法规第11章等

相关规定，协会将采取重组破产方式。疫情过去之后，美国

男、女子英式橄榄球国家队将重新投入训练和比赛。

疫情之下，包括马德里竞技、西班牙人在内的多支俱

乐部发布了给一线队球员减薪的消息。作为西甲豪门，巴

塞罗那也不能置身事外，3月31日，6次金球奖得主梅西在

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在（西班牙）紧急状态期间，

我们将降薪70%，我们还会进行捐款，保证俱乐部工作人

员在此期间能获得百分之百的工资。”

上周尤文图斯宣布和一线队球员以及教练达成减薪

协定后，意大利球员工会主席托马西表示，他并不觉得如

果一旦联赛被取消，尤文图斯球员们放弃自己3~6月的工

资是违法的。“关于减薪，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寻求一个

全面的解决方案。”托马西说。

法国《队报》透露，法甲联赛常年的转播商“Canal plus”

已经表示，将暂时搁置向法甲支付1.1亿欧元的赛事转播

费。这笔钱约占到单赛季法甲联赛总转播收入的15%左右。

数据显示，电视转播收入分成是上赛季法甲球队最主要的

收入来源，占到法甲球队收入的36%。“没有比赛，就暂时不

会再有支付。我们严格履行合同，这是不可抗力的完美例

子。”“Canal plus”的一位高管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

与众多西甲球队殊途同归，为减少开销，包括里昂、马

赛在内的许多法国足球俱乐部已经开始让球员们处于“暂

时失业”状态，按照相关法规，俱乐部将只给处于该状态的

球员们提供70%的薪水，剩下的30%由国家支付且由其支

付的最高限额为4850欧元。

新华社消息 国际奥

委会、东京奥组委及相关

各方宣布，东京奥运会新

的举办日期为2021年7月

23日至8月8日，残奥会为

8 月 24 日至 9 月 5 日。3 月

31 日，北京冬奥组委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将评估东京

奥运会新日期带来的影

响，确保北京冬奥会取得

成功。

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确定了新的开幕时

间，我们将面临在半年左

右的时间连续举办夏季和

冬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特

殊局面。”

“我们将根据最新确

定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举办时间，具体评估其对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

办带来的影响。我们将与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

会和奥林匹克大家庭各成

员共同努力，妥善做好各

方面应对，进一步做好各

项筹办工作。我们相信东

京和北京的奥运会、残奥

会最终都将取得成功。”

东京残奥会举办时间

是2021年8月24日至9月

5日，北京冬奥会将于5个

月之后的 2022 年 2 月 4 日

开幕。而在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之后，达喀尔夏

季青奥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22日开幕。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3月25日在与全球记者的

电话会议中曾表示，东京

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和达

喀尔青奥会接连举行，对

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巨大挑

战。

（ 姬 烨 王 梦

汪 涌）

《广州日报》消息 随

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控得到明显改善，有消息

称体育赛事也将逐渐有序

地恢复，其中包括中超、

CBA。不过，国家体育总局

办公厅 3 月 31 日发布通

知，今后一段时间内，所有

大型活动、体育赛事等人

群聚集性活动暂不恢复。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包括恢复中超、

CBA、马拉松等国内赛事

的呼声也逐渐多了起来。

不久前，四川明确一年一

度的成都双遗马拉松赛事

将在 5 月举行。而有消息

称，中超将在 4 月下旬开

赛，WCBA比赛也将恢复。

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办公

厅及时发布通知，明确“今

后一段时间内，马拉松等

大型活动、体育赛事等人

群聚集性活动暂不恢复”，

被通知的单位包括中国篮

协、中国足协以及各个改

革试点项目协会，间接点

名这些协会下属的赛事包

括中超、CBA 等近期暂不

恢复。 （白志标）

《广州日报》消息 新

冠肺炎疫情逼停了众多国

际赛事，而原本 2020 年举

行的东京奥运会也改期至

2021 年 7~8 月举行，更是

打乱了世界体坛的赛事日

程。与延期后的奥运会同

档期，唯一能做的就是改

期，田径世锦赛如此，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也不例外。

3 月 31 日，国际大体

联在瑞士洛桑总部宣布，

原本于 2021 年 8 月 16~27

日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运

会也将延期，但国际大体

联的这一波操作可谓是独

一无二。东京奥运会将在

2021年8月8日闭幕，世界

大运会原定的举办时间毫

无疑问与奥运冲突。然而

国际大体联的做法是，在

原来的时间上往后推两天

至2021年8月18~29日，即

那些参加奥运会同时也获

得大运会资格的运动员在

奥运会10天后将踏上另一

个国际综合比赛的赛场。

奥运会云集了几乎全

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世

界大运会又分流少部分能

力出众的选手，两个综合

运动会从2021年7月下旬

一直占据将近整个8月。这

让将于2021年8月在西安

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成了

“苦命的孩子”。

全运会在中国体育界

备受重视，昔日安排在奥

运会后一年举行，一来是

为了发掘新的优秀体育人

才，更重要的是让参加完

奥运会的运动员能好好休

息一年再上赛场，尤其是

对于那些最后一次征战奥

运会的人，全运会才是其

职业生涯的终极赛场。因

此，面对同期的东京奥运

会以及随后一年进行的杭

州亚运会，陕西全运会可

谓是进退维谷，面临的选

择实在太少。

据第14届全运会陕西

省筹委会新闻宣传部副部

长、陕西省体育局副局长

徐鹏介绍，东京奥运会被

推迟至 2021 年举行后，目

前国家体育总局和陕西省

人民政府正在分析、研判

相关情况，至于陕西全运

会是否会做出时间上的调

整，目前依然无法确定。他

坦言，（东京奥运会延期对

陕西省举办全运会）肯定

会有影响，国家体育总局

和陕西省政府会充分考虑

的。另外，徐鹏还透露，目

前所有十四运的场馆已全

部复工。按照计划，全部场

馆将于今年6月30日前全

面竣工，12月31日前完成

试运行并做好测试赛准

备。 （白志标）

体育总局：中超CBA等暂不恢复

对于国内运动员来说，2021年8月将被东京奥运会、世界大运会和陕西全运会3

项大赛填满。图为陕西全运会吉祥物。

奥运大运背靠背，苦了全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