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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了许多运动员，他们的初

心无一例外都是“升国旗、奏国

歌”。每一滴汗水、每一次摔打、每

一次参赛……可以说都是为这个

“初心”而付出自己竭尽全力的拼搏。

被国外媒体称为“世界第一女

兵”的王恋英，先后13次将自己的名

字刻在了“挑战者杯”上，并获得了

国际军体理事会授予的军事五项女

子个人流动奖杯。现任军事体育训

练中心副主任的王恋英，在谈到自

己的夺冠“秘诀”时说，在比赛中遇

到困难时，我就在心里默唱国歌，是

义勇军进行曲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李光华是中国军事五项队首次

夺得“戴布鲁斯杯”的成员之一。回

想起36年前的那次夺冠经历，他说：

“在领奖台上奏国歌升国旗的时候，

眼泪就在眼眶里转，到现在我一听到

国歌还激动。一名军人，既然代表我

军去参加国际比赛，就要树立为国争

光、为军队争光的理想。”

每一代体育健儿所面对的对

手不同，比赛环境也各异，但老一

辈军事体育健儿的初心，被一代又

一代运动员很好地传承下来，并凝

练成了我军当代体育健儿的一种

信仰。正是有了“为国旗增辉、为

军旗添彩”的拼搏精神，有了“拼倒

争第一，站着升国旗”的坚定信念，

才有了世界赛场上我军选手频传

捷报的喜讯。

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举

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这是一次向世界各

国军队展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

成果和中国军队热爱和平、珍惜友

谊的体育盛会，也是彰显我军体育

健儿顽强拼搏、团结奋斗、勇创佳

绩、共铸辉煌的国际舞台。

在世界赛场上，每一个赛场，每

一次比赛，每一个对手，都是不同

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古人说，狭路

相逢勇者胜。在激烈的赛场上，我

们比拼的不仅是技术战术、体能谋

略，也是精神、作风、意志乃至信

仰。能笑到最后的，永远是渴望胜

利、信仰坚定、作风硬朗、顽强拼搏

的选手。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离我们

越来越近了，我军广大体育健儿正

在积极备战。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江

城武汉书写新的不忘初心的故事，

创造新的牢记使命的传奇。

是
初
心
，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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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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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范
江
怀

贺慈红：祖国在我心中

现任八一游泳队副队长兼教练的
贺慈红，是少有的悉数参加了前六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的人。

运动员、教练员、副队长……虽然
身份几度改变，但“祖国在我心中”的信
仰，始终没有变。

参加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时，贺
慈红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国际军体理
事会代表大会 1995 年 5 月在北京宣布
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当年 9月，就在意
大利罗马拉开了大赛的帷幕。

尽管没时间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
最佳状态，贺慈红在比赛中还是奋力一
搏，在女子 50米和 100 米的仰泳中，夺
得了两枚银牌。

站在领奖台上，望着缓缓升起的五
星红旗，贺慈红感觉“特别的激动”。
在这之前的 1994年罗马世界游泳锦标
赛上，贺慈红就打破了女子 100米仰泳
的世界纪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夙
愿。但在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领奖台上，
能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向国旗敬军礼，这
是前所未有的感受和激动。

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没能夺得
金牌，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在第二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上，贺慈红就用自己
的顽强拼搏，夺得了军运会的游泳金
牌。升国旗、奏国歌——弥补了自己
的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她心中的
那份信仰。

从运动员改任教练员后，贺慈红的
角色变了，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不
仅要教给队员们游泳技能，还要培塑年
轻一代运动员为国争光的追求和信
念。让她欣慰的是，自己所带的队员，
在后面几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为祖国
赢得了一枚又一枚金牌，让雄壮的义勇
军进行曲一次又一次地在军运会的赛
场上回响。

比金牌给贺慈红带来的更大惊喜，
是队员们在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国
争光的情怀。

贺慈红清楚地记得，2011年自己带
队员参加在巴西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时的情景。

焦刘洋是奥运冠军，参加世界军人
运动会丝毫不敢怠慢。为了积蓄保存
好体力，避免往返路途上的奔波，贺慈
红就陪着焦刘洋住在更衣室里休息。
在那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焦刘洋为我
军夺得了5枚游泳金牌。

比赛一结束，焦刘洋就马不停蹄
地 坐 了 30 多 个 小 时 的 飞 机 赶 回 上
海，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游泳锦标
赛。虽然只抓住了世锦赛的尾巴，
焦刘洋还是为中国游泳队夺得了女
子 200 米蝶泳的金牌。赛后，国家队
的教练和领队都为焦刘洋的出色表
现而感动，为她心中的那份爱国情
怀而钦佩。

贺慈红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为
了把为国争光的情怀一代一代地传承
下去，平时就得多做润物细无声的工
作，在日常养成中注重点滴培养。不
管队员是在自己队里训练，还是在国
家队训练；不论是在国内比赛，还是出
国参赛，贺慈红都要求思想政治工作
要紧紧跟上。每年下发的主题教育资
料，她都通过快递等各种方式，及时送
到队员们手中，让他们在课余时间抓
紧学习。国家队的教练们也对贺慈红
带教的运动员称赞有加，说她的队员
让人放心。

离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越来越
近，贺慈红也觉得自己肩上所扛起的责
任越来越重。

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游泳比赛，虽然
没有奥运会竞争得那么激烈，但依然有
不少世界一流泳将参加角逐。从报名
参赛的名单来看，有 50多名选手参加了
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游泳锦标赛，并达
到了参加东京奥运会游泳A标，其中不
乏赢得世锦赛冠军、打破赛会游泳纪录
的选手。

面对强手，久经沙场的贺慈红表现
出了应有的淡定。这份淡定，源自心中
的那份追求和信仰。她说，请大家放
心，我们在自己的家乡参赛，一定会给
祖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让义勇军进
行曲响彻军运赛场。

金泳德：举起的是梦想

进入不惑之年的金泳德，坐在记者
面前一脸的平静，像波澜不惊的湖面。
只有说起话来，才能感受到“湖面”下的
激流涌动。

参加了 3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一共
夺得了 5枚射击金牌。但在金泳德心
中，令他不能忘怀的，是 1998年在曼谷
亚运会上的那声枪响。

15岁那年金泳德才开始摸枪，18岁
进入了专业射击队，开始了职业生涯。
1998 年是金泳德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
加国际大赛。队服上的那面国旗，在金
泳德的胸前沉甸甸的，比手中的那杆枪
沉多了。

亚运会上男子25米标准手枪的比赛
打得火星四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金泳
德，与一名乌兹别克斯坦枪手打完 60发
子弹后，同以574环的成绩并列第一。为
了决出最后的冠军，两个人走上射击台
进行单挑。三个回合 15发子弹打完，金
泳德顶住压力，把对手挑落马下，摘得了
人生中第一枚国际大赛的金牌。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金泳德仰望着
冉冉升起的国旗、高唱着激昂雄壮的国
歌，心情无比激动。他说，“卧薪尝胆苦
练射击，为的就是迎来这个令人激动的
时刻。只有经历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时
刻，你才能理解一名枪手的幸福和追
求，才懂得流过的汗水值不值得。”

时间过去了 20多年，与记者谈起第
一次实现了在国际赛场上升国旗奏国
歌的梦想和追求，金泳德依然很激动，
眼泪情不自禁地在眼眶里打转。

也就是在这一届亚运会上，外国选
手叫他“中国金”。

2011年，第五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
巴西举行。教练兼队员的“中国金”坐
了一次“过山车”。开赛前两天，射击队
一金未得，大伙儿头上像笼罩着一片乌
云，非常压抑。射击比赛实际上打的就
是心理素质。如何冲破心理的迷雾？
金泳德回忆说，对祖国荣誉的那份信
仰，才是大伙儿走出困境的力量。

比赛第三天，“中国金”终于在中心发
火手枪的比赛中夺得了首金。接着，“中
国金”一发不可收拾，又在军事手枪速射
个人和团体赛角逐中连夺2金。“中国金”

由此成了军事射击比赛中的“枪王”。
经受挫折走上领奖台，回响在赛场

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笃定了金泳德
心中的追求：当运动员就是要在世界赛
场上为国争光、为军旗增辉！

年过四十，仍奋斗在比赛第一线，
这在别的比赛项目中不可思议。唯有
射击项目，可以把自己打到“高龄运动
员”的行列。射击队副队长、教练员、运
动员，可以说是多个重担一肩挑。有些
担子原本是可以卸下的，但金泳德觉得
担子多了对自己反而是一种促进。他
说，教队员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

已经是一杆“老枪”的金泳德，不变
的依然是一脸的平静：依然要像一名普
通的运动员一样举枪、瞄准、击发……变
的是肩上的担子愈加沉重：现在考虑的
不仅是个人的夺金问题，而是全队的夺
金问题；考虑的不仅是眼前发展提高的
问题，而是长远发展提高的问题；考虑
的不仅是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问题，
也要考虑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问题……

面对即将来临的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将第 4次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
的金泳德，不再是一个人打完比赛就完
事，而是要带领一队选手去完成代表团
赋予的重任。在前五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上，我军选手一共夺得过 16枚射击金
牌，最多的一届曾拿过9枚射击金牌。

和别的比赛项目不同，世界军人运
动会的射击比赛集聚了世界上射击水
平最高的选手，竞争最为激烈，一点不
亚于奥运会。因为，世界上的神枪手，
多半都是军人。

军人，生来为战胜。金泳德说，我
们已经准备好了，期待着在世界军人运
动会的赛场上，再次奏响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

袁心玥：升国旗奏国歌

在中国女排，袁心玥是一名“三高”球
员。朱袁张（朱婷、袁心玥、张常宁）被称
作是现今中国女排的“三驾马车”，水平高
是不用说。袁心玥在每一场比赛中的得
分，仅次于中国女排的“大姐大”朱婷。

袁心玥身高 2米 01，是目前女排球
员中身高最高的队员。被队友称为“开
心果”的她，在比赛中嗓门也是最高
的。打出一个好球，她的一声尖声吼叫

常常震撼全场，充满了横刀立马舍我其
谁的杀气和一名军人英勇无畏的斗志。

17岁那年，袁心玥被主教练郎平带
到了世界锦标赛上，临时顶替受伤的老
将徐云丽上场比赛。初次参加世界大
赛的袁心玥没有辜负郎平的信任，在拦
网和进攻上发挥出色，起到了奇兵的作
用，为中国女排夺得这届锦标赛的亚军
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6 年，巴西里约奥运会，袁心玥
披上国家队的战袍再次出征。在主教
练郎平的带领下，中国女排时隔 12年再
次夺得了奥运冠军。

站在冠军领奖台上，望着那面高高
升起的鲜艳的五星红旗，袁心玥至今回
忆起来还说：“像做梦一样。手里拿着的
那块金牌很沉，沉的不是金牌的重量，而
是承载着我们努力的过程和结果，能够
代表中国队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就是对自
己最大的鼓励，也推动着我不断前行。”

从领奖台走下来，一切都得重新开
始。在里约奥运会上，是一帮老队员带
着袁心玥等一帮年轻球员夺得了奥运
金牌。现如今，当年与袁心玥一道拼搏
在奥运赛场的老队员都退役了，“朱袁
张”成了中国女排的顶梁柱。摆在袁心
玥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

央视记者曾抛给袁心玥一个问题：
是否会感觉面前有一堵墙？

袁心玥诙谐地回答说：“我觉得不
管这墙有多高，反正我腿长，总能跨得
过去。”

2015年，第六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
韩国闻庆举行。八一女排左突右杀，最
终杀进了决赛。在与巴西队争夺冠军
的比赛时，因不敌对手，她们夺得了亚
军。这显然不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军人
运动会的袁心玥想要的结果。她说，打
世界军人运动会和打奥运会一样，只要
是代表中国队，就要升国旗奏国歌。在
韩国的军运会上，升起了国旗，但未能奏
响国歌，这给袁心玥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跨进 2019年之后，袁心玥面临着许
多新的挑战，既要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
会参赛资格赛，努力争取参加东京奥运
会的参赛资格。同时，她又要代表八一
女排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在家门口夺
取从未赢得过的女排冠军。

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袁心玥充满了期待。她表示，
要和队友们一道，去夺取女排比赛的金
牌，在武汉的军运会上实现升国旗奏国
歌的梦想！

让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赛场
—记备战军运会的我军体育健儿

■本报记者 范江怀

记者手记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向我们走来了，仿佛能
听到她的脚步声。风一般的脚步声是一支浑厚的
交响曲——既是火炬传递者踏在祖国大地的铿锵
足音，也是场馆建设者的劳动号子；既是军运会志

愿者的朗朗笑声，也是开幕式演出者排练的动人旋
律……不过，最为迷人的声音当是来自备战军运会
训练场上的呐喊声、加油声，以及不易听到的汗水
滴落在地板上的吧嗒声……

在训练场上，我们见到了充满朝气的后起之
秀，更欣喜地见到了一批在世界赛场上曾经为我
国、我军夺得过世界冠军的名将。昨日的世界冠
军们中，很多人不再年轻，如今的岗位也有所不

同，可那种拼命的劲头没有丝毫改变，雄风依旧
不减当年。今天，就让我们追随世界冠军们备战
世界军运会的步伐，一睹我军选手备战世界大赛
的日日夜夜。

特别关注

在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我军选手挥舞着国旗，为战友加油助威。 本报记者 范江怀摄

王恋英（左）向年轻运动员讲述自己夺得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

“五连冠”的经历。 本报记者 范江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