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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 剑

这不是李野第一次登上全国冬季运动会最高领奖台，

在“十一冬”上，李野就揽获7枚短道速滑金牌，成为名噪一

时的“七金王”。在“十四冬”短道速滑公开组的比赛中，早

已转变身份成为教练的李野再次亮相赛场，这次他的徒弟

孙龙问鼎男子1500米、500米“双冠王”。

“这是我首次带队参加全国冬季运动会，登上领奖台

特别开心，一方面是为孙龙高兴，另一方面也感激国家体

育总局、组委会给教练员提供分享荣耀的机会，这体现了

对教练员的尊重，也是对教练员工作最大的肯定。”李野

说。

走下最高领奖台，李野和孙龙迅速被媒体“包围”，祝

贺电话也接得手机发热，笑容一直挂在李野脸上。

对于在“十四冬”上连拿两金的弟子，李野在给予充分

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孙龙最大的优势就是训

练非常刻苦，从来不叫苦叫累，年龄也是他的优势。但和国

内国际强手相比，孙龙对于比赛的掌控能力和临场应变能

力还需要加强，另外在技术细节上也需要打磨。”

赛场内外，李野通过言传身教将冰刀交给孙龙和其他

弟子，而他自己，同样也是这一传承的受益者。

1998年长野冬奥会，李佳军在男子1000米比赛中夺得

银牌，实现了我国短道速滑男子项目奖牌“零“的突破。作

为老乡和队友，李野一直以李佳军为努力的方向和追赶的

目标，也曾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和队友一起获得男子

5000米接力铜牌。李野说：“正是因为吉林省一代又一代优

秀教练员、运动员的接续传承，才锻造了吉林丰厚的冰雪

运动土壤，让我们有机会追求梦想、实现目标。”

从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

会至北京冬奥会，吉林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参加了12届冬奥

会，共夺得7枚金牌、15枚银牌、10枚铜牌。尤其是在索契、

平昌冬奥会上，吉林运动员连续保持对金牌贡献率第一的

标志性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冰雪大省、冰雪强省。在“十四

冬”赛场，仅仅短道速滑公开组一个项目，3个比赛日过后，

吉林队就已收获3金3银1铜。李野表示，作为吉林冰雪事业

的一份子，自己有责任将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帮助新一代

吉林冰雪健儿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没能夺得冬奥会金牌是李野运动员生涯最大的遗憾，

如今作为教练，他希望孙龙以“十四冬”作为起点，稳扎稳

打、提升水平，在米兰冬奥会打出精彩的比赛，实现冬奥梦

想，进一步推动吉林短道速滑站得更高、滑得更远。

（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林 剑

“不着急、不着急，12点30分、45分还有两班车！”

“穿这么少？给运动员拿件外套！”

“今天下午有多少名运动员上冰训练？”

2月15日，“十四冬”短道速滑公开组在呼伦贝尔鸣枪

开滑，这是本届冬运会最受瞩目的项目之一，竞赛组组长

张大伟也忙碌了起来，他要不停地处理运动员抵离、保障、

训练事宜。

事必躬亲的张大伟是短道速滑项目的“大管家”，但实

际上，今年38岁的他并非体育管理、赛事运营出身，而是基

层滑冰教练。

1999年，张大伟在家乡呼伦贝尔开始了运动生涯，之

后进入黑龙江省队，获得过速度滑冰全国冠军。2009年，张

大伟在大兴安岭成为短道速滑教练，5年后，回到母校呼伦

贝尔体校（现内蒙古冰雪运动学校）继续负责组建短道速

滑项目队及训练、教学等工作。去年，他通过选拔进入速

度滑冰国家队教练组。

“十四冬”在家门口举办，内蒙古冰雪运动学校又是专

业对口单位，张大伟义不容辞加入竞赛保障团队。他从最

基础的编写每日运行计划学起，到现在能妥善应对赛场内

外发生的各种情况。“去年3月从国家队回来后，4月我就开

始进入组委会工作，我的爱人也是海拉尔区体校的滑冰教

练，现在也在短道速滑馆颁奖组，负责花样滑冰项目冰童

工作。”他说。

尽管工作强度大、压力大，但看到一项项比赛顺利完

成，张大伟由衷地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他的弟子一步步

从市里入选省队，再到登上全国冬季运动会国内最高级别

赛场。

内蒙古队的宋桂旭就是张大伟一手带起来的。2014

年，宋桂旭从大道转项短道，进入呼伦贝尔体校，之后一步

一个台阶，成为内蒙古短道速滑首个成年男子个人项目全

国冠军，已经能在“十四冬”赛场上和任子威、李文龙、刘少

林、刘少昂、林孝埈等名将一决高下。

除宋桂旭外，在“十四冬”短道速滑青年组比赛中，张

大伟的队员们个个有奖牌。在内蒙古第十五届运动会，他

的弟子们更是赢回28枚金牌。

因为十年如一日扎根一线努力工作，张大伟在去年底

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谈及对

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张大伟说：“我没有什么太远大的目

标，相比于当省队教练、国家队教练，我更愿意在基层一线

工作，陪伴孩子们成长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2018年，为解决短道速滑项目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

张大伟在内蒙古冰雪运动学校的支持下，在全市选材，免

费培养4至5岁有一定基础的滑冰苗子，经过几年摸索，已

有不少队员入选内蒙古省队。

来到“十四冬”组委会工作，张大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

徒弟们，“比赛结束后想赶紧回到教练员岗位。万丈高楼平

地起，国家队、省队也需要厚实的根基，我就想做那个筑基

的人。”张大伟说。 （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李晓洁

重庆选手王强第一个冲过终点，振臂高呼，他以3分10

秒01获得“十四冬”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

技术）金牌，这也是他在本届比赛中斩获的第三金。

前一天下午的公开组男子15公里（间隔出发自由技术）

比赛结束后，王强蹲在地上缓了很久。“比完15公里身体消

耗很大，紧接着第二天上午又参加短距离的比赛，休息时间

很短，对我也是极大的挑战。”短距离项目虽然距离短，但

十分考验运动员的有氧能力。在资格赛、1/4决赛、半决赛、

决赛中王强合理分配体能，资格赛他的成绩排在所有42名

选手的第一位。“资格赛我发挥得非常好，第二三轮相对会

轻松一些，可以把所有能量集中在决赛。”

3项比赛3枚金牌在身，对王强来说并不容易。首个比赛

日，他毫无悬念地夺得公开组男子双追逐（15公里传统技术

+15公里自由技术）冠军。比赛中王强在第一道出发，前15

公里传统技术他用时38分10秒3，位列首位，甩开第二名近

44秒，后15公里自由技术他用时36分39秒9，排在第五位。尽

管如此，前期积累的巨大领先优势足以让他率先冲线。这

是王强在本届比赛的首金，更是重庆体育史上的首枚全国

冬运会金牌。

第二个项目公开组男子15公里（间隔出发自由技术）是

他的弱项，该项目不仅考验体能，还考验脑力。“出发时每

个人都能量充足，但后程都会降速。我认为我的体能分配

非常合理，跟以前的比赛相比，要轻松一些。”王强说。

第三个项目公开组男子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是王强

的强项，冲过终点后他的状态也比其他人看起来更加松弛。

王强说，只有在平时训练中积累足够的运动量，比赛中才能

相对轻松。“特别开心拿了3枚金牌，我会继续努力，为重庆

增光添彩。”

此次“十四冬”越野滑雪（公开组）比赛，王强共参加6

项，接下来他还有男子4×10公里接力、50公里集体出发和

团体短距离的比拼。个人短距离项目结束后，王强立即投

入到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中。“我会立刻做恢复和调整，准备

下一场比赛。”王强表示，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冬

运会。“不是没想过拿下6个第一。我想创造奇迹，证明无论

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我都能滑。我把比赛当作一堂大的训

练课，来刺激我的最大摄氧量，然后才能跟欧洲选手更好地

去比拼。”

王强已瞄准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和2026年米兰冬奥

会，他将努力争取为重庆、为国家争得更多荣誉。

（乌兰察布2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李晓洁

2月17日的乌兰察布凉城赛区格外温暖，当天，“十四

冬”越野滑雪公开组进行了男女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的

比赛，1.4公里的距离也让比赛精彩而刺激。

与其他长距离项目一次比赛便产生奖牌不同，个人短

距离共有资格赛、1/4决赛、半决赛、决赛4轮比赛。资格赛采

取每15秒间隔出发的方式，女子组30名选手中前16名进入

下一轮，男子组是42进30，后几轮4人或6人为一组进行比

拼。来自吉林的李磊在决赛中以3分42秒26的成绩获得女子

组冠军。

资格赛中，李磊以3分54秒70获得第四名的成绩晋级，

在1/4决赛和半决赛中她的对手是李馨、迪妮格尔·衣拉木

江、陈玲双等选手，她都一路闯至决赛。她的决赛成绩是3分

42秒26，比第二名快了0.85秒，“这个成绩我很满意。”李磊

说。

2016年，李磊第一次参加冬运会时成绩不佳，2024年第

二次冬运会之旅她站到了最高领奖台。为了争取短距离项

目的好成绩，李磊放弃了双追逐比赛，“出发时还是挺紧张

的，大家发挥得都很好，但我坚定地想站上最高领奖台，也

是靠意志力战斗到了最后。”

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那一刻，李磊说自己和教练这么多

年的付出没有白费，她将这枚金牌归功于团队的配合，“特

别感谢吉林省的支持、团队的信任和后勤保障，我和教练的

配合也非常默契，接下来还有接力和单项比赛，我希望能再

站上领奖台。” （乌兰察布2月17日电）

“00后”闪耀短道速滑500米赛场

“冰上尖刀”锋刃愈发闪亮
本报记者 林 剑

500米是短道速滑赛场上距离最短的项

目，也是不确定性最多、涌现新人最多的项目。

在2月17日进行的“十四冬”短道速滑公开组

男、女500米决赛上，冠军都属于“00后”，或许

这也意味着500米新时代的到来。

范可新是全国冬季运动会的“四朝元老”，

也是该项目的卫冕冠军。遗憾的是，终点前想

要实现超越的范可新因为摔倒滑出赛道，未能

实现卫冕。即便如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范可

新仍表示：“‘十四冬’为所有运动员搭建了良

性竞争的平台，大家都是为了在米兰冬奥会上

取得更好成绩而拼搏，很高兴看到年轻选手的

进步，只有她们快了，我才能更快，团队才能更

快。”

推动范可新前进的“后浪”，正是2003年出

生的吉林选手张楚桐。决赛中，张楚桐一马当

先，最终以43秒011的成绩问鼎。赛后小姑娘笑

开了花，直言对于比赛结果十分满意，作为运

动员，“第一”是永远的追求和目标。

张楚桐是近年中国短道速滑队涌现的一

颗新星，北京冬奥会上，她和队友携手获得女

子3000米接力季军。“十四冬”500米夺冠前，她

在1500米比赛中获得亚军。

山东“00后”小将公俐也值得关注。前一比

赛日在混合团体接力为山东队夺得全国冬季

运动会历史上首枚短道速滑金牌后，这位山东

姑娘闯入自己并不擅长的500米决赛。尽管第

二个冲过终点，但被判罚犯规取消了成绩。赛

后公俐也没有太过失望，她表示，之前在世界

杯主要参加10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很高兴能

够在500米项目突破自我。

不得不提的还有参加“十四冬”短道速滑

青年组比赛的王晔，2005年出生的她本赛季高

居该项目世界排名第三。假以时日，相信她能

和前辈、队友们一起扛起中国短道速滑女子短

距离项目的大旗。

男子500米的竞争更为激烈，“00后”孙龙

能从任子威、林孝埈、刘少昂等一众前辈及国

家队队友钟宇晨手中抢到金牌，更加难得。获

得该项目季军的任子威赛后表示，本场比赛

非常激烈，速度比较快，已经拼尽全力。亚军

刘少昂认为，决赛5名参赛运动员都是国家队

选手，还有3个奥运冠军，是很好的锻炼提升

机会。

继前一比赛日一骑绝尘夺得男子1500米

金牌后，孙龙在500米决赛一路领滑，以41秒

046的成绩夺冠，在之后的男子5000米接力决

赛中，这位24岁的吉林小伙再次出场，帮助吉

林队闯入A组决赛。

孙龙表示：“比赛最大的经验和收获就是

沉着冷静、敢打敢拼。输赢只是一个结果，还是

想在过程中得到锻炼，在国际大赛中为国争

光。”

武大靖也在赛后提到了年轻运动员的成

长、后备力量的培养，他希望有更多年轻运动

员在“十四冬”赛场得到锻炼，将中国短道速滑

队“冰上尖刀”的锋刃擦得更亮。

（呼伦贝尔2月17日电）

揽三金望六金

王强想要创造奇迹
接过“师傅”的冰刀

传承让吉林短道速滑行稳致远

万丈高楼平地起

张大伟要做短道速滑筑基人

越野滑雪个人短距离摘金

李磊靠意志力战斗到最后

王强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张楚桐（右）在公开组女子500米决赛中。 本报记者 倪敏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