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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有这样一座“双奥”冠军城
新华社记者 于力武江民

徐梦桃在北京冬奥会上的梦幻一跳，不仅让她收获一枚宝贵的冬奥金牌，还成就了她的家乡——辽宁
鞍山，荣升为一座“双奥”冠军城。

除了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冠军徐梦桃，鞍山还曾走出过姜英、宋妮娜、郭跃、李晓霞、
马龙、于洋、杜婧、孙玉洁、刘洋、李雯雯等10位夏季奥运会冠军。在鞍山籍奥运冠军群星闪耀的背后，有
这样一群人：

他们或是出身平凡却心怀金牌梦的运动员，或是默默无闻耕耘数十年的基层教练，或是不断参与、推
进体育事业发展的工作人员，他们用坚韧、奉献、热爱的光辉，成就了璀璨的星辰。

金牌背后的守护

2月 14日晚，当确定徐梦桃
夺冠的那一刻，有人从凳子上一
跃而起，边跳边鼓掌，嗓音一度
哽咽。她就是徐梦桃的启蒙教
练张丽萍。

徐梦桃 4 岁时开始学习体
操，有一次为了完成好一个跳跃
动作，晚上下课后她自己留在场
地上，不停地重复那个动作。从
那时起，张丽萍就注意到了这个
倔强的女孩，在随后的训练和比

赛中，她都一直鼓励徐梦桃不断
超越自己。正是因为张丽萍的
帮助和引荐，徐梦桃开始了解自
由滑雪式项目，并踏上了冰雪运
动的竞技舞台。

像张丽萍这样，在鞍山有
一批默默无闻的基层教练成为
发现、培养、输送体育人才的重
要力量。石海梅和丈夫白晓冬
就是其中典型代表，郭跃、李晓
霞、马龙三名奥运冠军都在他

们的启蒙教育下，一步步走向
世界舞台。

1989年，石海梅成立了一所
体艺幼儿园，专门发展幼儿乒乓
球事业。没有乒乓球台，就用24
个小方凳搭起一个球台，逐渐组
织起了一支幼儿乒乓球队。妻
子抓娃娃，将好苗子输送给在鞍
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当教练的丈
夫，这对乒乓球教练夫妻，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培养链条。

难忘1986

仔细翻看鞍山籍奥运冠军
的简历，可以发现，他们大多出
生在 1990 年前后。在鞍山市体
育局竞训处工作近 30年的赵国
福告诉记者，他们的成功，得益
于1986年的一次“失败”。

1986年，第五届辽宁省省运
会 14 个参赛单位中，鞍山市代
表队仅排名第九。从建国初期
全国支援鞍钢复工，到鞍钢支援
全国建设，勇攀高峰、百业争先
的精神镌刻在鞍山人的基因里，
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第九名”对
于鞍山人来说，无疑一次巨大的

“失败”。
赵国福说，从赛场归来后，

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每天五
点半，天刚蒙蒙亮，鞍山市体育
局局长就出现在操场上，与教练
一起训练运动员。

体操教练孔繁启回忆，1987
年左右，鞍山没有专业的体操馆，
他就带着孩子们打“游击战”，从
防空洞到大礼堂，只要是平坦的
场地，都拿来做体操训练场。

100多平方米的学校大礼堂
里，舞台上堆满了桌椅板凳，舞
台下的水泥地被一分为二，左侧

练体操，右侧练乒乓球。“从上到
下，所有人都绷紧了弦，就想着
为自己的家乡争口气。”他说。

1988 年，鞍山市被列为“第
一批全国乒乓球重点城市”。借
此东风，鞍山市也开启了一轮

“人才培养计划”。
从外省引进优秀教练，建

设专业运动场馆，发展群众体
育运动……“‘万人千台’乒乓
球赛、‘农村万人’篮球赛等许
多活动推动了群众体育和竞技
体育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赵国福说。

没有终点的奥运接力

2008 年 7 月，北京奥运会的奥运
圣火来到鞍山。奥运冠军宋妮娜、乒
乓球教练石海梅、全民健身榜样杨玉
源都是火炬手之一。

那一刻，许多鞍山人围在火炬手
旁，奥运的激情被这团生生不息的火
焰点燃。时至今日，这座“双奥”冠军
之城里，那束奥运圣火依然在无声传
递，续写新的辉煌。

15 岁的王梓浓是一名体校排球
队员。每次参加训练，她都会提前一
个多小时来到排球场，反复将球重重
击打在墙面上。

当排球猛烈撞击墙面，在空旷的
场地里发出爆炸般的声响，她都把这
看作是“排球的心跳”。在一次又一次

“排球的心跳”中，她的技术逐渐成熟，
金牌的梦想也越来越近。

已经退休的石海梅夫妇，又策划
了新一轮的“幼儿乒乓球计划”。每天
带着上百名孩子在乒乓球台上训练，
来回过招。

“现在我手里有很多好苗子。”石
海梅说，“除非我干不动，否则停不下
来。”

“培养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是一个
漫长枯燥的过程，未来鞍山还会续写

‘双奥’冠军城的辉煌吗？”
面对新世纪之问，鞍山市也正在

开启新的“人才培养计划”。鞍山市体
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鹏说：“目前
鞍山每年参加体育训练人数达到
3000 人以上，青少年体育训练注册人
数达到 1300人以上，力争实现鞍山籍
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人数的新高。”

新华社沈阳2月26日电

工作人员进行无障碍服务测试演练 图片：北京公交集团

北京公交640辆
冬残奥会保障车整装待发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
者张骁）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在即，
交通服务转换工作接近尾声。记
者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640 辆
冬残奥会保障用车整装待发，其
中 40辆车为“福祉车”，重点服务
轮椅乘客及随行人员。

北京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640 辆冬残奥会保障用车主
要承担北京赛区、延庆赛区交通
班线保障任务及北京赛区应急运
输任务，将为残奥运动员及随行
人员，志愿者、工作人员及媒体记
者等多个客户群提供服务。北京
公交集团预计派出 1957 人参与
服务保障。

北京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
副经理刘宝来介绍，因北京赛
区将举办轮椅冰壶比赛，按照
北京冬奥组委要求，北京公交
集团特别将 40 辆车改造为“福
祉车”，保障轮椅乘客及随行人
员便利出行。

“这 40辆车全部来自长期服
务北京乘客的低地板无障碍车。”
刘宝来介绍，每辆车经专业改造，
可满足 6辆轮椅车同时搭乘且互

不干扰。车厢还增加扶手、背靠
软板、下车门铃等无障碍设施。
部分轮椅位按需增设地锚，相当
于为轮椅配备独立安全带。此
外，车辆还配备车身倾斜功能，让
乘客上下车时更加顺畅轻便。

记者了解到，在刚刚闭幕的
北京冬奥会中，北京公交集团派
出2388部车辆和5755名职工，以
24小时待命状态圆满完成138条
冬奥班线保障任务。服务过程
中，巴士车辆运行位置、速度、车
内实时和历史视频影像、驾驶员
操作状态等 600余条动态数据实
现秒级采集上传，确保行驶安
全。延庆赛区投用的新型氢燃料
车在服务前完成每车 5000 公里
磨合任务，驾驶员经专项培训，山
地驾车经验丰富。北京冬奥会闭
幕前，北京公交集团已收到 20多
封感谢信。

“北京冬残奥会交通服务保
障即将全面启动，我们将延续高
标准、高强度工作，为残奥健儿等
特殊群体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助
力冬残奥盛会圆满举办。”北京公
交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