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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2023年12月国乒女

队在WTT名古屋女子总决赛包揽

单、双打冠军后，国乒男队在1月5

日结束的WTT多哈男子总决赛中

再次包揽单、双打冠军，中国乒乓

球队再次用实力捍卫荣誉。

5日，在卡塔尔进行的WTT多

哈男子总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男

双、男单决赛相继上演。男双决赛

在林高远/林诗栋与袁励岑/向鹏

之间展开，男单决赛是世界排名前

两位的比拼，樊振东对阵王楚钦。

由于决赛当天还进行了半决

赛，因而对队员的体力和精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备受关注的男单

决赛在樊振东和王楚钦之间进

行，双方此前共交手12次，樊振东

以9胜占据上风，最近4次交手，前

3次都是樊振东获胜，但最近一次

交手是在杭州亚运会上，当时王

楚钦笑到最后。

首局，王楚钦以11比9先下一

城。第二局王楚钦乘胜追击，虽然

在开局9比3领先后，被樊振东连

追6分至9平，但关键时刻他顶住

压力，以11比9获胜。双方在第三

局陷入相持，一路打至12比12平，

此后樊振东出现失误，王楚钦以

14比12又赢一局。第四局战成6比

6平后，王楚钦实现反超，以11比7

拿下该局，并直落四局取得了最

终胜利，这也是王楚钦2023赛季

第四个单打冠军，同时也是2024

年的第一冠。

“和东哥进行比赛，没有任何

压力。”夺冠后，王楚钦表示自己非

常享受这场比赛。在新年伊始就赢

得冠军，王楚钦表示为自己的2024

年开了一个好头，但之后还有很多

重要赛事，他要不断去挑战。

男双决赛出乎意料一边倒，袁

励岑/向鹏以11比8、11比2、11比8

战胜林高远/林诗栋夺冠。第一次

参加年终总决赛，“00后”袁励岑和

向鹏就斩获冠军，两人难掩兴奋心

情。“去拼对手，做好每一场面对困

难的准备。”袁励岑说。向鹏赛后总

结时说：“我们的心态就是去拼，一

分一分去拼。”（弓学文）

本报讯 1月5日，由国家体育

总局群体司主办，北京体育大学和

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承办的，2023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优秀案例征集结果发布暨交流展

示活动在北京举行。

2023年9月，总局印发《关于开

展2023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

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各地各单

位积极响应，报送了一批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案例。经申报审核、专家评审、社会

公示等环节，最终遴选出苏州市全

民健身“五进”活动、上海市长者运

动促进健康志愿服务活动、南京体

育学院运动控糖志愿服务活动、甘

肃省“我为群众办实事”进校园开

展防溺水安全公益宣讲志愿服务

活动等50个工作成效好、示范作用

强的优秀案例。

活动中，总局群体司发布了50

个入选的优秀案例。为激励入选优

秀案例相关单位，持续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现场为青岛西海岸新区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

河镇全民健身指导站、南京体育学

院等10个入选优秀案例颁发了

2023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

例证书。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王静 田洁

七台河，地处中国东北地区，曾因出产优质焦煤而

被誉为“焦煤之都”。自杨扬、王濛、张杰、孙琳琳、范可

新、刘秋宏等12位世界冠军先后从这里走出后，这座人

口不足80万的边陲小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奥运冠军之

城”，先后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国家短道速滑七台河市体育训练基

地”，2022年6月，被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授予“奥运冠

军之城”纪念奖杯。

提起中国短道速滑，离不开杨扬、王濛、范可新等

名将，也绕不过七台河这座小城。当这些优秀冰雪健儿

站上世界之巅时，他们会想起一位叫孟庆余的基层教

练。已故功勋教练孟庆余被称为七台河市短道速滑事

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对七台河短道速滑的贡献不

可替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历经孟庆余、赵小兵、张

杰等一代又一代教练员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于开

拓，编织了冠军的摇篮，缔造了冠军之城。截至目前，我

国获得的全部22枚冬奥金牌，七台河独揽7枚。这里培

养的冬奥冠军和世界冠军，成为中国冰雪项目走向世

界的先锋，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冰雪后备人才输出地。

七台河短道速滑优势延续至今，离不开四代教练

接续传承。孟庆余因公殉职后，他的精神被弟子们传

承，成为七台河40多年滑冰事业发展源源不断的精神

给养。由他亲手选拔和培养起来的一批优秀教练员、运

动员接过他的秒表，延续着七台河滑冰事业。第二代教

练员赵小兵、张杰身有伤病，每天依然坚持6小时上冰

训练；第三代教练张长红、韩梅在低谷困难中不忘初

心，坚守岗位；第四代教练张利增，是现在七台河短道

速滑的主要领头人，在七台河短道速滑转折期发挥了

关键作用。记者到达七台河冰上训练中心室内滑冰馆

时，站在冰面上的张利增和几个助理教练正在带领体

校重点班的学生训练。

张利增从11岁开始，就与短道速滑结下了不解之

缘。从2009年在七台河第十五小学组建短道速滑队起

步，到2013年担任业余体校教练，再到短暂离开后2015

年重回七台河，张利增凭着一腔热血和钻研精神，在每

个阶段都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小运动员，在市级和省级

比赛中展露锋芒。没有冰场，一个人半夜起来浇冰；经

费有限，就拉来女友做饭辅导作业。那时都还是孩子的

两人要照顾20多个8、9岁孩子们的吃住训，困难可想而

知。“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但是经历过

后，我成长了。”张利增说。

带出世界冠军是张利增的理想。2015年，七台河重

振短道速滑，当初聘任他的七台河市第十五小学校长

侯全广向时任体育局局长陈岩举荐了他，当时张利增

已经身在上海。“很多地方包括上海都聘他，待遇不

低。”侯全广是张利增的伯乐，多次在关键时刻给了他

支持。当机会摆在面前，张利增选择了理想。虽然没编

制、待遇低，他还是放弃了在上海已有起色的工作和生

活，毅然重回七台河，就是想为七台河短道速滑的重振

做点事。与他一起回来的妻子再次担任老师与“保姆”

角色，照顾小运动员们，“我的成功少不了媳妇的全力

支持。”

通过多年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通力合作，七台

河形成了“特色校、基础班—重点班—省青年队、省体

校—省体工队—国家队”的“金字塔型”选材输送模式。

截至目前，七台河共创建了11所短道速滑特色学校，教

练员、特色校特聘教练员30人，在训运动员500余人，是

全国、全省短道速滑青少年后备人才储备最充裕的市。

在七台河创建的“省队市办”基地，目前驻训的黑龙江

省青年队在训运动员30人，其中27名是七台河运动员。

“我11岁到16岁跟着孟庆余老师训练，长大了自己

也做教练了，更深刻地理解了孟老师。孟老师的精神始

终在激励我。他那种抛家舍业、忘我投入，始终如一、开

拓创新的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什么时候松懈动摇了，

我就会想到孟老师，提醒自己向他看齐。”张利增是这

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孟庆余是七台河短道速滑的一

面旗帜，他的精神始终鼓舞着七台河短道人初心不渝，

奋进前行，也吸引着更多的短道人齐聚七台河共谋事

业发展。

2020年，借着七台河短道速滑人才引进的东风，在

伊春市做了10年教练的姚忠华来到七台河。姚忠华是

伊春市第一批短道速滑运动员，启蒙阶段在哈尔滨跟

着孟庆余练过两年，那时就对七台河的教练水平和训

练氛围印象深刻。“七台河短道速滑是全国基层训练的

标杆，‘七台河模式’是任何地市没有的，起点高、体系

完整。很想加入这个集体，发展自己的教练事业。”

26岁的于淼慧曾获得过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女子

500米亚军，但严重的腰伤让她几次进出国家队。去年，

七台河的人才引进政策让正受困于腰伤的她选择退

役，回到家乡当一名基层教练。如今于淼慧已经在体校

专业队当了两个月的助理教练，“我正在学习中，会用

自己的知识来帮助运动员滑出比我好的成绩。”

北京冬奥会前，张利增作为黑龙江省籍唯一的基

层教练员，两次被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选调。在国家

队，张利增不仅开阔了眼界，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素养，

还学到了先进的训练方法与技术，“努力向上培养输送

更多、更优秀的短道后备人才，让更多的七台河运动员

站在世界大赛的领奖台上”是他不懈的追求。

科学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助力七台河持续输送

高水平人才。目前在国家队的有范可新、宋嘉华、蔡申

依、徐爱丽等4人，杨鑫淼入选即将于1月19日开幕的江

原道冬青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大名单，杨婧茹、张澜

馨、李晶、孙枭将出征青少年短道速滑世界杯。

中国冬奥会首金获得者杨扬曾经表示，在运动场

上的23年经历，教会自己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团结协

作，如何拼搏奋斗。七台河之所以能够走出这么多的奥

运冠军、世界冠军，正是源自于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

精神。

范可新在北京冬奥会夺金后感谢七台河养育了

她。她说：“七台河人互相扶持、薪火传承，造就了实力

强劲的中国短道速滑。短道速滑是一种传承，我们都是

七台河人，我希望以后有更多七台河的孩子，能接上我

的这一棒。”

四代七台河短道人开拓创新，敢于争先，将七台河

短道速滑带到一个新高度，成为中国冰雪军团的冰上

尖刀。七台河短道人始终秉持并接续传承的，正是为国

争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是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是敢为人先、勇争一流

的精神，是闪闪发光、永不褪色的中华体育精神。如今，

七台河短道速滑的接力棒交到“张利增们”的手中，我

们有理由相信，有了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传承，“七台河

模式”将在新的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王 静

在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版图上，七台河是一块独特

而重要的存在。

迄今为止，在中国获得的22枚冬奥金牌中，有12枚

是短道速滑贡献的，其中7枚金牌都与七台河有关。在

这里，通过40多年、4代人的开拓与坚守，将短道速滑这

项运动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座东北煤炭

小城走出来的短道速滑人才生生不息，长盛不衰，打开

了中国冰上运动的一个突破口，成为中国短道速滑的

生力军。这个现象及其背后所实施的创新“体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被称为“七台河模式”。

七台河这座位于东北边陲的煤炭小城，也因为短

道速滑，在国家和社会发展转型的进程中找到了自己

的位置和发展路径。他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国家推

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政策机遇，坚决扛起“奥运冠军

之城”的使命担当，初步展现了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

雏形，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引擎。新时

代的“七台河模式”，不仅对体育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对

体育与城市深度结合相互促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也提供了体育方案。

在全国体育系统深入贯彻落实2023年全国体育局

长会精神、部署谋划2024年体育工作之际，从今天起，

本报推出“七台河模式”系列调研报道，通过深入挖掘

“七台河模式”的典型引领作用，在统一思想中解放思

想，锚定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篇章。

一块冰场 四代传承
———“七台河模式”系列调研报道之一

王楚钦（左）、樊振东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摄

聚焦“七台河模式”提供高质量发展样本

国乒包揽WTT男子总决赛单双打冠军

2023年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征集结果发布暨交流展示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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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四届冬季青年奥

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月19日在韩国

江原道开幕。1月5日，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动员大会。

本届冬青奥会共设7个大项、

15个分项、81个小项。预计将有来

自80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1900

名青年选手参赛。中国体育代表

团由98人组成，将参加本届冬青奥

会7个大项、12个分项、50个小项的

比赛。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永

担任代表团团长。

刘国永在讲话中指出，本届冬

青奥会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中

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的第一项冬季

项目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意义重

大。参加本届运动会是对各冬季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检验，

是对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工作

的检验。要通过备赛参赛，达到锤

炼队伍、积累经验、提升水平的目

的，为冬奥备战更好地储备人才。

要进一步发挥冬奥遗产效益，助

力、延续和带动北京冬奥会后我国

冰雪运动的热潮，推动冰雪运动在

青少年中的普及，助力我国冰雪运

动高质量长远发展。要切实做好反

兴奋剂和赛风赛纪的管理与教育，

坚决抵制兴奋剂，确保代表团干干

净净参赛。

会上，短道速滑教练员刘晓

亮、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运动员刘

奕杉代表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发

言。 （李晓洁）

第四届冬青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