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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雪颖

“魏教练带队训练非常有激情。小

时候他总说你今天游到几秒我就奖励

你一副泳镜，后面的计划你都不用游

了，但是每次我休息了300米，他就说

我看过了，你还是要继续游。”奥运冠

军叶诗文笑着回忆着自己和启蒙教

练、杭州市游泳教练魏巍的故事。训

练中的魏巍是严厉的，更是懂叶诗文

的。从6岁到12岁，魏巍带了叶诗文6

年，如今在巴黎周期，两人再度携手征

战。叶诗文直言：“很熟悉的感觉，我们

非常默契。”

在不久前落幕的杭州亚运会上，

第三次出战亚运会的叶诗文斩获女子

200米蛙泳冠军。这枚金牌为叶诗文提

升了很多自信，让她直言：“我以前感

觉2012年是自己的巅峰，但是我现在

觉得，可能还会有下一个巅峰。”

时隔近15年，再带叶诗文，魏巍感

慨地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的状态亦师

亦友。她对自己的把控是很到位的，像

她这样的运动员非常自律，现在更多

的是要鼓励，累的时候要激励她再坚

持一下。”

从2001年退役后正式在杭州市少

体校当游泳教练以来，魏巍说教练这

个职业虽然辛苦，但是在杭州当基层

游泳教练没什么困难，各方面保障条

件都不错，只要专注、热爱就不会觉得

难。采访中他不愿多说带训、选材的辛

苦，更多的是分享发掘优秀游泳苗子

的故事。“只要你热爱这个行业，就不

认为有多困难，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也是运动员出身，6岁开始学游泳，

14岁进省队，退役后当教练，等于我从

6岁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游泳。”

2002年，魏巍从助理教练升级，

开始自己带队员训练，叶诗文是他的

第一批学生。魏巍直言自己是个严厉

的教练，但也擅长与队员沟通交流，

用他的话说是个“看运动员看得准，

比较能激发运动员潜力的教练”。就

拿叶诗文来说，魏巍在培养过程中花

费了不少心思。“叶诗文从小学东西

比别的小朋友更快，水感好又有力

量，每天的训练特别认真，完成度很

高。”魏巍自己是练中长距离自由泳

出身，他深知积累比赛能力的重要

性。那时候，魏巍经常让叶诗文跟别

的组的队员一起比赛，锻炼心理素

质，“有时候和水平比她稍高的小朋

友比赛，我跟她说只要你比他快，我

们整个组的小朋友后面的训练量都

减一点，气氛就上来了，这样往往能

激发她更大的潜能，从小看得出来她

的比赛能力特别强。”

魏巍还带着11岁的叶诗文参加过

杭州一项传统赛事横渡钱塘江比赛，

从未在江里面游过泳的叶诗文毫不胆

怯，获得所在组别的第一名。“当时是

在江里面游1.5公里，她第一次游跟玩

一样，她爆发力很好，没想到耐力也很

好，能看出来她非常有潜力。”

全方位的历练帮助叶诗文一步步

走向更高的平台和世界大赛的舞台，

成就了如今的“大满贯”。从第一批带

出叶诗文，到如今每年的梯队队员六

七十人，魏巍很感慨，“要发掘和培养

优秀运动员需要运动员、家长、教练三

方面同心，要有共同的目标，其中有一

个动摇了都不行。”他举例说，那时候

叶诗文家住在拱墅区，离训练馆很远，

交通也不是很便利，她父亲每天骑电

动车准时接送，单程就要40分钟左右，

但风雨无阻。

目前魏巍已经输送了13名运动

员，除了叶诗文外，还有多名队员获得

了全运会、青运会冠军。身处杭州这座

游泳运动氛围浓厚的城市，魏巍却有

些担心，也感受到身上的压力。“总体

来说当下杭州游泳还是略有些青黄不

接，年轻队员顶上的太少，特别是女运

动员中今年参加杭州亚运会的只有叶

诗文一个人。我们的起点很高，培养了

那么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但现在长

期没有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对我们

来说有压力。杭州现在规模越做越大，

游泳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成绩没有以

前好，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总结。”魏巍

还特别提到在打基础的关键阶段不要

过早专项化，要注重运动员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

“我认为一个运动员只要战胜自己，

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就够了，做到自

己心目中的冠军就可以了。”魏巍希望

能帮助更多的孩子达成梦想，“我当教

练最大的目标就是带出奥运冠军，早

就完成了，但我的工作还没有停止，我

还要继续培养和输送更多的高水平运

动员，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陈可怡（右一）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摄

陈可怡“橄”拼才会赢

本报记者 扈建华

夺得杭州亚运会冠军那一刻的

情景，近期还是时常出现在陈可怡脑

海里，“太不容易了，我们终于拔掉了

5年前的那根刺。”

5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女子橄榄

球决赛，中国女橄5比7惜败于日本女

橄，没能实现卫冕。从雅加达到杭州，

在这5年间，虽然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

胜利，但雅加达决赛的场景，犹如一

根刺，一直扎在陈可怡和中国女橄全

队的心头，大家都期待着能够在杭州

和日本女橄再进行一番较量。

杭州亚运会女子橄榄球比赛打

响之后，如赛前预计，中国队和日本

队再次在决赛相逢。此次日本队为杭

州亚运会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她们的

目标十分清晰，就是再夺冠军。

“这5年间，我们和日本队有交手，

奥运会之后她们的阵容比较完善，我

们交手都是有输有赢，而且她们的赢

面还多一些。”陈可怡说。

面对强敌，中国女橄没有别的想

法，“就是拼！”陈可怡说，为了这次比

赛，全队一直在积极准备。“其实5年前

的场景经常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当

时的比赛细节、队伍的状态、打法，我们

为什么会输？每一位打过雅加达亚运

会的队员，都经常会回想起来。”

很多时候，太想赢的心态反而会

束缚手脚，限制场上的发挥，教练组

一直在为队伍减压，让大家把这场决

赛当作一场普通比赛。

果然，放松心态的队员们在决赛

一开始就打出了状态，如红色潮水一

样不断冲击日本队阵线，谷瑶瑶、吴娟

等人先后达阵，上半场中国女橄22比0

领先对手。

不过下半场风云突变，日本队一开

场就达阵成功，随后王婉钰被罚下场，

中国队形势更加危急，日本队再下两

阵，比分已经来到21比22，中国队只有

1分领先。最后时刻中国队发球，日本队

全线压上，在被日本队员扑倒的瞬间，

陈可怡用不太习惯的左脚把球踢出底

线，等来了终场结束的哨声……

“6打7太难了，我们拿到了胜利，

大家都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太不容

易了。”哨响的那一刻，包括陈可怡在

内，很多队员都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总结杭州之行，陈可怡说，自己发

挥出了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全队都有

非常好的表现，“不管是一起打过雅加

达亚运会的老队员，还是巴黎周期入

队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非常团结，很

有干劲，她们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亚运会之后，中国女橄将开始备战

巴黎奥运会资格赛。资格赛将于11月在

日本北九州进行，这是杭州亚运会之后

中国女橄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主场作战

的日本队依然是中国队的最大对手。

从仁川到雅加达再到杭州，从第一

次进入国家队到现在，从当初队里的小

妹妹到现在的大姐姐，陈可怡说自己还

会坚持下去，“打好资格赛，还有巴黎奥

运会，我会战斗下去，和大家在一起，继

续为国争光。”

魏巍（左）与叶诗文合影。 魏巍供图

叶诗文启蒙教练魏巍———

帮助孩子们做自己心中的冠军

林雨薇 亚运会是我新的起点

林雨薇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本报记者 李东烨

“来，加油！最后4步要快、准、狠！”

在福建省奥体中心田径馆，杭州亚运

会100米栏冠军林雨薇回榕后首次出

现在训练场，一边示范，一边指导师

弟何洪彪等人跨栏，耐心纠正动作。

“希望把我的一些比赛经验分享给他

们，有时候细节决定成败。”林雨薇说。

10月1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里，24岁的林雨薇在当晚的“压轴大

戏”女子100米栏决赛中，以12秒74的

成绩率先冲线，帮助中国田径队夺回

了上届亚运会丢失的金牌。与此同

时，她也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并且顺利达标巴黎奥运会，得到了一

张宝贵的奥运入场券。

鸣枪、起跑、上步、过栏……林雨

薇一路都冲在最前头。冲过终点后，

林雨薇站在场上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直到现场的大屏幕显示出最终的成绩

排名，林雨薇终于喜极而泣。

林雨薇的泪水，夹杂着太多复杂

的情绪，其中有一份就是对于恩师刘

朝旭的思念和感恩。去年11月底，刘

朝旭教练的因病离世给林雨薇造成了

巨大打击。据团队的相关人员透露，

在刘朝旭教练刚刚离世的那段时间，

“林雨薇眼里都是茫然与无助”。不仅

如此，在今年6月底的世锦赛及亚运会

选拔赛前一周时间，林雨薇还生病了。

但她在身体并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跑出12秒97的成绩摘得银牌，获得了

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这一年确实发生了非常非常多

的状况，只能积极调整心态，重新投入

训练，也有过无数次想要放弃的念

头。”林雨薇在赛后哭着说，“但是想

到那个人对我们的期望，我还是坚持

了下来。”

“经过这次比赛，我更加确定自己

越到大赛越兴奋，是一个大赛型选

手。”林雨薇自信地说。

1999年，林雨薇出生在福建三明

市尤溪县，10岁那年在父亲的提议下

接触体育。这位从小在田径场上显露

天赋的姑娘，练习过跳远、中长跑以及

短跑项目，18岁时才在福建省田径队

教练刘朝旭的建议下，正式把女子100

米栏作为个人主项。尽管2021年就以

12秒85在陕西全运会夺冠，成为中国

女子100米栏的领跑者，但林雨薇一直

游离在聚光灯外，她刻意避开热点，在

社交媒体几乎只更新训练动态。

知名度远低于实力，和林雨薇的

性格不无关系。“我最喜欢桂花，觉得它

很低调，香气却久久不散。”回忆起亚运

赛场上冲线时的那一幕，林雨薇说：“好

像回到了2021年全运会，就跟一场梦一

样。当天是祖国母亲74岁生日，我的成

绩是12秒74，觉得真是蛮有缘分。”

从昔日的全运会冠军，再到亚运

会冠军，林雨薇不断超越自我，实现了

一个又一个目标。她说，自己的下一

个目标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力争实现新

的突破。“前路漫漫，道阻且长，成绩

只代表过去，我会把亚运会作为自己

前进路上的新起点，一如既往刻苦训

练、顽强拼搏，争取站上奥运会决赛的

跑道。”林雨薇语气坚定，对未来充满

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