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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举世瞩目的 2022 年北京冬残奥

会上，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军十佳运动

员”、全国“冰雪十佳”运动员的世界冠军

王锦芬，又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把 5 位

冬残奥运动员送上了冠军领奖台。

王锦芬，1969 年 9 月出生于吉林通

化。1982 年，她开始练习滑雪。1985 年

3 月，她加入八一滑雪队从事冬季两项

项目。所谓冬季两项，就是在越野滑雪

过程中穿插进行多次小口径步枪射击，

既 比 雪 上 滑 行 速 度 ，又 比 靶 场 射 击 精

度，是一项“绝对激烈与相对静止”的冬

季运动项目。这项运动充满着激情与

悬念。运动员在训练中伴随着艰辛与

枯燥，经历着夏练三伏、冬战严寒的循

环往复。

王锦芬说，对于训练的艰苦程度单

从运动员的夏训就可见一斑。每天早饭

前 10 公里登山跑加负重器械训练，上下

午交叉进行 30 公里滑轮训练或 50 公里

自行车训练，晚上再进行射击练习或技

术录像分析。

八一滑雪队冬训基地位于黑龙江林

海雪原的双峰林场辖区。基地海拔 1245

米，冬季积雪厚达 1.5 米，最低温度低至

零下 45 摄氏度。运动员每天都要穿着

滑雪服，沿着环山雪道和射击场，重复着

滑行、射击，再滑行、再射击的程序式训

练，直至 30或 50公里训练课结束。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些年，凭着锲

而不舍的韧劲，王锦芬的竞技水平在全

国乃至亚洲一骑绝尘。她在第六、第七

届全国冬运会上勇夺 4 金 2 银 3 铜；在第

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上斩获 1 枚金牌；

在 1993 年波兰第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冬

季运动会上勇夺冬季两项 7.5公里金牌，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滑雪赛场上升

国旗、奏国歌。从此，王锦芬与中国雪上

运动一起不断走向世界舞台，在冬季两

项世界杯、世锦赛和冬奥会上都有不俗

的表现。

这位数十次代表国家和军队征战

世界赛场、夺得国内外大赛 32 枚金牌的

军旅健儿，2004 年退役时仍深深地眷恋

着我国冰雪运动的建设与发展。退役

后，她继续担任国际冬季两项联盟官员

及国际裁判，为中国冰雪运动在国际赛

场上争得话语权。她还在国内多个滑

雪学校担当专家顾问，为培养青少年滑

雪人才倾囊相授；在国家冬季两项集训

队当陪练，为提升国内顶尖运动员竞技

水平甘当阶梯和绿叶。

二

2017 年夏，王锦芬应邀走进了中国

残联备战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和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的队伍，成为团队中唯

一一名专项出身的教练员。

当时，距离平昌冬残奥会还有不到

一年的备战时间，王锦芬此前对残疾人

运动了解并不多，想取得优异成绩的难

度可想而知。她先从认识残疾人运动

规律入手，用最短时间与运动员建立起

行之有效的沟通渠道。经过一段时间

的训练后，运动员们的撑杖、放坡、转

弯、推进等专项技术得到了较快提高，

变道超越、战术配合日渐默契。尽管在

平昌冬残奥会上没能帮助队员登上领

奖台，但她的弟子郑鹏在越野滑雪男子

坐姿 15 公里比赛中获得第四名，依旧创

造了中国队参加历届冬残奥会个人项

目的最好成绩。

进入北京冬残奥会备战周期，王锦

芬 信 心 满 满 。 她 将 训 练 理 念 、木 桶 效

应、专项力量、体能分配、心理调节、营

养摄入、运动恢复等要素全面融入施教

中 ，并 运 用 全 新 的 训 练 模 式 和 方 法 手

段，使训练效率倍增，深得运动员及管

理层的认同。

执教残疾运动员不同于身体健全

的 运 动 员 ，除 了 教 练 教 学 外 ，雪 板 打

蜡、器材维护、技术录像、按摩放松、医

疗监督、营养补充等，王锦芬都需要亲

力 亲 为 。 四 年 备 战 周 期 ，她 与 运 动 员

形 影 不 离 ，为 自 己 钟 爱 的 冰 雪 事 业 默

默奉献着。

在王锦芬的言传身教下，运动员受

益 匪 浅 ，中 国 残 奥 冬 季 两 项 队 形 成 了

“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团结互助、教学

相长”的备战氛围。近两年，即便受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残奥备战军

团一如既往逆袭前行。运动员无论是

速度耐力、滑射转换、冲刺技术，还是意

志品质、心理素质、抗压能力，都有了飞

跃式的进步。他们在 2021/2022 国际残

奥积分赛、残疾等级分级赛中均实现了

全项、满额参赛的目标。北京冬残奥会

开幕前，北京冬奥会涌现出来的冰雪精

英，给残奥健儿们极大鼓舞，大家纷纷

表示，期待在冬残奥会上实现“升国旗、

奏国歌”。

三

2022 年 3 月 5 日，北京冬残奥会第

一个比赛日如约而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锦

芬执教的队员亮相冬残奥赛场，与中外

选手同场竞技、一决雌雄。在冬季两项

男子短距离（坐姿）比赛中，刘子旭凭借

出色的滑行和十发十中的精准射击，以

18 分 51 秒 5 的成绩获得金牌。这枚金

牌意义非凡，实现了中国代表团在冬残

奥会雪上项目金牌零的突破。

相比刘子旭的轻松夺魁，来自河北

的选手郭雨洁在家门口夺金可谓是有

惊无险。在冬季两项短距离（站姿）比

赛开始阶段，她一度落后对手 17.5 秒。

此时，王锦芬教练及时提醒她执行好自

己的比赛方案，不要被暂时的落后打乱

了 比 赛 节 奏 ，在 射 击 环 节 要 调 整 好 呼

吸 。 随 后 ，郭 雨 洁 第 一 轮 射 击 五 发 全

中，接续滑行进入第二轮射击，又是一

个五发全中，最终以较大优势领先对手

夺冠。赛后郭雨洁接受采访时，十分感

谢王锦芬教练的临战指挥。她表示，正

是教练多年的严格要求、精雕细刻，才

让自己弹无虚发、完胜对手。

最让王锦芬骄傲的，莫过于中国军

团中年龄最大的老将毛忠武，36 岁的他

梦圆冬残奥赛场，勇夺残奥越野滑雪男

子中距离（坐姿）比赛的金牌。

赛后，毛忠武动情地说：“中国冬残

奥代表团出色的成绩和运动员们展现

出来的良好精神面貌一定会鼓舞大家，

相信我们残疾人冰雪健儿在赛场上表

现出来的意志力会感染到更多的年轻

人，特别是那些遇到挫折的朋友，一定

要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勇敢前进。”

看到弟子如此顽强的意志品质和乐

观向上的心态，王锦芬激动的泪水夺眶

而出，多年的执教之路终于换来了丰硕

果实。

展望未来，毛忠武表示还要继续拼

搏，争取 40 岁时参加四年后的意大利冬

残奥会。

王锦芬接着说，只要你们能坚持，

我还做你们的教练，“让我们在赛场上

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为了钟爱的冰雪事业
——记原八一滑雪队世界冠军王锦芬

■王文刚

E-mail:jbtycool@163.com

8 月 6 日零点，2022 年越山

向海人车接力赛在张家口市正

式起跑。两千余名参赛选手从

张家口市出发，翻越张北草原天

路，接力奔跑 145.6 公里，到达

冬奥会举办地崇礼。图为参赛

选手在比赛中。

汪 涌摄

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夜拍“雪如

意”，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体验“最

快的冰”，乘坐京张高铁参加京张全季

体育旅游嘉年华……

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冬奥会留下

的丰厚遗产正被逐步开发利用，给广

大群众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体验。当

然，北京冬奥会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还远不止这些。

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 2020 议

程》颁布之后首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

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盛会。做好

“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实现北京冬奥

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还有很多领域

值得认真思考和实践。

冰雪如镜，映照精神永恒。“胸怀大

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

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是北京冬奥会留

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财富。它是体育

战线乃至全国人民的一面新的思想旗

帜，是全国各族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的新标杆，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 提 供 了 凝 心 聚 气 的 强 大 精 神 力

量。为此，在“后冬奥”这篇大文章里，弘

扬北京冬奥精神，应该是一以贯之的一

条主线。这其中，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又

是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的重要依托。可

以看到，在北京冬奥精神的背后，蕴含着

无数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展现时代风貌

的动人故事。生动讲述这些故事，就是

在传播北京冬奥文化，就是在弘扬北京

冬奥精神。在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里，

我们可以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以这些

故事为素材，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

传播优势，使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

不断向全社会各行各业拓展，不断催生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新篇章。当

然，这些故事不仅要面向国内，更要面向

国际，要让全世界更多人通过这些故事，

看到一个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感受到

中国精神的时代魅力。

文化力量的展现，依赖于文化触

角 的 延 伸 与 拓 展 。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期

间，蕴含丰富中华文化元素的冬奥场

馆、活泼敦厚的“冰墩墩”、喜庆祥和的

“雪容融”……都在无声传递着博大精

深又别具神韵的中华文化。在前不久

举行的北京文化论坛上，北京冬奥会

与文化有关的内容再次成为大家热议

的话题；汲取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经验，

积极传承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成为众

多与会嘉宾的共识。可以说，北京冬

奥 文 化 是 饱 含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意

蕴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成果 。

在“后冬奥”这篇大文章里，我们应该

继续充分挖掘利用冬奥文化资源，让

北京冬奥元素不断向其他文化领域延

伸，并实现有机融合。比如将冬奥文

化融合于博物馆文化。除了北京奥运

博物馆，北京还拥有 200 多家不同层

次、不同主题的博物馆，是世界上拥有

博物馆资源最多的城市。与此同时，

北京还拥有七处世界文化遗产、3800

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如此丰富的文博

资源，为传播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提供

了非常宽阔、极具影响力的平台。将

北京冬奥元素合理融入其中，既有利

于传播北京冬奥精神，也有利于展现

这 些 文 博 资 源 的 时 代 感 。 再 比 如 ，

2021 年 12 月，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

正式揭牌并向全球发布，成为世界上

第三所由国家政府决定成立的国际奥

林匹克学院。据了解，北京国际奥林

匹克学院将建设成为中华体育精神与

奥林匹克精神融合传播的重要载体、

全球奥林匹克研究和交流合作的重要

纽带，以及全球领先的奥林匹克运动

科技创新中心和引领奥林匹克教育事

业可持续发展的新高地。可以预见的

是，积极推动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

的建设发展，必将使得北京冬奥文化

产生更加深远的延伸效应。

作为一种体育文化遗产，北京冬

奥遗产的开发利用，最终惠及的是广

大人民群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

是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落实。北

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实现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进一步夯实了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实施的物质基础，也进一步激

发了广大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从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到南方

不少地区修建的冰雪设施，再到浙江、

贵州、湖北等地实现冰雪旅游人数年

均 10% 左 右 的 平 稳 增 长 …… 可 以 看

到，冬奥为全民健身注入了新的内容，

冬奥在健身理念与实践层面引导全民

健身的成效都是非常显著的。从刚刚

过去的第 14 个“全民健身日”和从今

年 4 月 28 日启动的全民健身线上运动

会，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落实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的广阔前景。在“后冬奥”这

篇大文章里，充分利用北京冬奥会在

训练场馆、专业人才、科技研发、赛事

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必将为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的实施，持续注入活力。

做好“后冬奥”这篇大文章，是一项

需要持续努力、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

想，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相

信通过多方协作与共同努力，北京冬奥

会带来的持续影响将化作更多实实在

在的举措，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

“冬奥红利”。冰雪画卷，正在向着未来

不断为我们呈现新的精彩。

（作者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

究院科技智库中心）

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做好“后冬奥”文章
■申峥峥 任晓刚

皮划艇运动，虽然并不为大众所熟

知，但中国皮划艇队在世界大赛上的表

现一直不俗，奥运会上也屡次上演摘金

夺银的好戏。

当地时间 6 日，在加拿大达特茅斯

举行的皮划艇（静水）世锦赛中，中国奥

运冠军组合徐诗晓/孙梦雅在女子双人

划 艇 500 米 的 比 赛 中 力 压 群 芳 加 冕 金

牌；林文君/帅常文斩获女子双人划艇

200 米银牌；东京奥运会亚军刘浩搭档

季博文在男子双人划艇 500 米比赛中摘

得铜牌。

东京奥运会夺金后，徐诗晓/孙梦

雅经过短暂的休息调整很快就投入到

新 周 期 的 备 战 中 ，今 年 她 们 的 状 态 一

直 保 持 得 不 错 。 5 月 ，在 世 界 杯 捷 克

拉 齐 采 站 女 子 双 人 划 艇 500 米 的 比 拼

中 ，她 们 以 较 大 优 势 问 鼎 。 此 次 世 锦

赛 的 比 拼 ，她 们 在 250 米 后 的 分 段 成

绩 便 排 名 第 一 ，最 终 成 绩 是 2 分 01 秒

26，领 先 第 二 名 乌 克 兰 组 合 超 过 2

秒 。 第 三 名 归 属 匈 牙 利 组 合 ，成 绩 是

2 分 04 秒 70。

走下领奖台，迈上新征程。赛后徐

诗晓坦言，能够与这么多高水平选手同

场竞技感到很荣幸，希望未来能够通过

训练取得更大进步，在巴黎奥运会上获

得一个好成绩。

孙梦雅说：“这次比赛我们发挥得比

较好，对手也很强，都在提高，这个冠军

是对我们前期训练成果的一种肯定。”

在女子双人划艇 200 米决赛中，林

文 君/帅 常 文 以 45 秒 24 的 成 绩 获 得 亚

军，仅落后冠军、古巴组合 0.14 秒。刘浩

搭档“00 后”小将季博文征战男子双人

划艇 500 米赛场，后者是陕西全运会该

项目冠军，两人在比赛中表现不俗，以 1

分 46 秒 90 的成绩获得铜牌；冠军西班牙

组合和亚军波兰组合的成绩仅比他们分

别快 0.58 秒和 0.1 秒。

值得一提的是，男子双人划艇 500

米是我国名将孟关良/杨文军连续两届

奥 运 会（2004 年 和 2008 年）夺 金 的 项

目。该项目自 2012 年开始连续三届无

缘奥运会，但将在巴黎奥运会上取代男

子双人划艇 1000 米重新归来。

刘浩是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划艇

1000 米 亚 军 。 对 于 此 次 转 战 500 米 项

目，他说：“从 1000 米项目改到 500 米项

目，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但我和搭

档逐渐适应了新节奏，总的来说，表现得

非常不错，未来可期。”

皮划艇（静水）世锦赛在加拿大举行

奥运冠军组合再加冕
■马 雄 侯镇童

8 月 7 日，飞碟射击亚锦赛在哈萨克

斯坦阿拉木图落下帷幕。

本届亚锦赛共进行 9 个项目比赛，

中国队收获 3 金 3 银 4 铜，在金牌榜上位

居第二，拥有 4 枚金牌的科威特队排名

第一。在男、女飞碟多向，男、女飞碟双

向以及双向混合团体 5 个奥运项目的比

拼中，中国队收获 1 金 3 银 1 铜。

在率先进行的女子飞碟多向和男子

飞碟多向的比拼中，中国选手武翠翠和

于海成分获银牌和铜牌。随后，40 岁的

中国名将魏宁在女子飞碟双向比赛的加

赛中惜败，获得银牌。在男子飞碟双向

比赛中，两位中国选手郁子卿和敦岳恒

分别在两场半决赛中排名第四，无缘奖

牌赛。

来自山东的魏宁早在 2003 年就问

鼎世锦赛，参加了 4 届奥运会，在雅典和

伦敦奥运会上都收获银牌。在去年的全

运会飞碟双向混合团体赛中，她与小将

韩旭合作夺得金牌。

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郁子卿/

江伊婷战胜队友敦岳恒/魏宁，收获飞碟

双向混合团体的金牌。这个项目在巴黎

奥运周期取代多向混合团体成为奥运会

比赛项目。

在资格赛中，郁子卿/江伊婷所组成

的中国 1 队、敦岳恒/魏宁所组成的中国

2 队 与 哈 萨 克 斯 坦 2 队 同 样 打 出 142

中。在加赛上，敦岳恒/魏宁以 4 中率先

晋级。郁子卿/江伊婷和哈萨克斯坦 2

队同为 3 中。第二次加赛中，4 中的郁子

卿/江伊婷战胜 3 中的哈萨克斯坦 2 队，

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的冠亚军。

在金牌争夺战上，前四组，两队交替

获胜，打成 4 平。第五组，敦岳恒发挥稳

定打出 4 中，老将魏宁准星不佳打出 1

中，但郁子卿/江伊婷未能抓住良机，共

打出 5 中，两队战至 5 平进入加赛。在加

赛 中 ，郁 子 卿/江 伊 婷 以 4 中 击 败 敦 岳

恒/魏宁的 3 中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冠军的江伊婷

不久前刚满 18 岁，曾在全国青年运动会

上获得女子飞碟双向个人冠军。

飞碟射击亚锦赛收官，中国队收获 3 金 3 银 4 铜

老将新人亮点颇多
■沈先文 张 洋

8 月 8 日，我国迎来了第 14 个“全民

健身日”。

8 月 8 日前后，全国各地组织开展主

题活动 4000 余个，其中既有群众参与度

高、受欢迎的跑步、足球、篮球、羽毛球、

网球等项目，也有面向青少年的乒乓球、

游泳、围棋、武术等项目，还有面向老年

群体的广场舞、健步走、门球、太极拳、气

功等项目。这些活动真正实现了全地域

覆盖、全项目设置、全龄化参与。

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的“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以

“贴近群众、方便参与、丰富多彩、注重实

效”为原则。为充分发挥品牌赛事活动

的示范引领作用，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发

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国“行走大运河”全

民健身健步走活动。同时，中华全国体

育 总 会 在 全 国 50 余 座 城 市 开 展“ 体 总

杯”全国社区运动会街头篮球系列赛，每

个城市参赛人数超过 2000 人，覆盖全年

龄段，广泛吸引社区群众参与。

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中心、协会和

有关行业体协也在“全民健身日”期间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奥体中心利用园

区、体育场、训练馆等开展抖空竹、广场

舞、舞绸子、跑步、跳绳等活动；航管中心

在龙潭中湖体育公园开展定向赛，推动

科技体育项目在群众中的普及；自行车

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开展老山全民健身运

动会，项目包括自行车赛、小铁人等；中

国羽毛球协会组织各省市羽协在“全民

健身日”开展以羽毛球项目为主题的线

上推广活动；中国足球协会举办全民足

球挑战赛、五超联赛等赛事活动；中国煤

矿体育协会和火车头体协也开展了乒乓

球、气排球、八段锦等活动。

今年“全民健身日”，体育总局不仅

倡导群众积极健身、科学健身，还会同国

家卫健委、科技部等，联合有关科研单位

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研究，推出一批全民

健身科普作品，针对不同项目、不同人群

研制“运动处方”“健身方法”等内容。

另外，为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持

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巩固和扩大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今年

“全民健身日”期间还开展“2022 年全国

大众欢乐冰雪周”系列活动。这些活动

包括，首都体育馆体育公园正式对社会

开放，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主题活

动，云培训、云展示，全民冰雪公开课等，

延续广大群众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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