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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琦 杨崴 本报记者 文天心

随着第十一届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七台河”
三个字再次跃入人们的视野，一座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城市，
多年来更因这片土地上绽放出世界冠军之花而扬名中外，向世
人展示“七台河速度”，释放七台河特有的体育魅力。

竞技体育凝结新成果

2016年，七台河市参加短道速滑、武术套路、田径、武术、散
打、足球等国内外和省级赛事项目 18次。其中夏季项目获省级
金牌 3枚、银牌 8枚、铜牌 12枚；短道速滑项目全年获世界级金
牌 2枚，全国金牌 5枚、银牌 4枚、铜牌 4枚，省级金牌 6枚、银牌
10枚、铜牌 12枚，尤其是在全国第十三届冬季运动会中获得 4
金 3银 2铜共 9枚奖牌，与哈尔滨、长春并列短道项目金牌榜首
位，在全国 52个代表团中综合排名第 6位。

这一串亮晶晶的数字折射出这座城市对竞技体育的支持
与投入。近年来，七台河倾注财力物力完善综合体育馆的设
施，全面提升软硬件水平，综合体育馆具备了承接大型赛事的
条件，实现了冰上、陆地和体能训练一体化。投入15万元建设短
道速滑展馆和发展历程展，填补了七台河短道项目的空白。市体
育局还从冬季体育项目单一格局上求突破，在已拥有10支短道速
滑项目训练队伍，300余名在训运动员的基础上，创建了速度滑冰

队，在训队员15人，不断提升竞技体育竞争力，推动竞技体育提高
到新水平。

体育基点校培养新动能

响亮的口号，整齐划一的姿势，只见孩子们在冰面上轻快
地飞驰，这是冬季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对每个在七台
河长大的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滑冰已成为学校生活密不可
分的一部分。七台河在少年儿童短道速滑的选拔、训练、输送
上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立基点校长效机制，逐步形成了“基点
或特色校—业训班—重点班—省冰雪分校—省队—国家队”的

“金字塔型”选材输送模式。
七台河从 2014年开始创建了 7所短道速滑基点校，完备的

创建标准和考核细则，精良的冰刀、头盔、磨刀架等装备，免费
的训练冰场，精心选材，因材施教，科学培养，一批批选拔出的
速滑苗子，为短道速滑后备人才培养增添新动力。

群众体育遍地开花

2016年 12月，七台河市“体彩杯”首届冬季户外徒步大会举
行，标志着“赏冰乐雪”大众冰雪系列活动正式启动。20余项赛
事活动，吸引全市 2万余人参与其中。七台河人不仅走“热”了
冰天雪地，更是把冰雪体育活动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当人们沉浸在浓厚的冬季群众健身氛围中时，一股崇尚健身、

参与健身、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潮流早已在整座城市蔓延。
七台河市体育局从满足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优化群众的

体育健身环境出发，发挥《七台河市单项体育协会举办群众性
体育赛事或活动扶持办法》政策优势，相继举办快乐舞步争霸
赛、《体育法》颁布实施 21周年纪念活动暨“体彩杯”全民健身项
目展示活动以及全市足球联赛、大众篮球赛、羽毛球赛、钓鱼比
赛、围棋赛、门球邀请赛、东北大秧歌比赛等 18余次群众体育活
动，3万余人感受着全民健身的乐趣。

后备保障无微不至

荣誉背后是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辛苦付出，家乡要记住他们
取得的耀眼成绩，更要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

为了让教练员和运动员专心在圆梦路上打拼，七台河市
委、市政府一直心系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家人，深入教练员和运
动员家中了解情况，在子女就业、安排住房、训练津贴等方面给
予政策支持。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解决了王濛姐
姐的工作问题，教练员的住房问题，还为没有工作的教练员配
偶办理了社保。对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采取不同形式和方
式的奖励，积极推荐他们进入政协和青联组织任职。对于家庭
困难的优秀运动员，为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慰问金和
解决就业等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本版图片均由龚兵 张求是摄

七台河不断释放体育之城新魅力

本报讯（姚琦 杨
崴 记者文天心）七台
河作为冰雪体育运动
大市，先后为国家培养
和输送了张杰、杨扬、
王濛、孙琳琳、范可新、
王伟、刘秋宏、孟晓雪、
李红爽、于威 10 名冬
奥冠军和世界冠军。
新一届国家女子短道
速滑队有七台河籍运
动员范可新 1 人，国家
男子短道速滑队有七
台河籍运动员于威 1
人，省队有七台河籍在
训 运 动 员 14 人 ，占
42.5 %。

追溯历史，重温经典。2002 年，盐湖城冬奥
会，杨扬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冠军零的突破。随后
王濛接过了接力棒，在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上，
勇夺 500 米、1000 米、3000 米接力的冠军，成为中
国短道速滑历史上第一个“三冠王”。其中，3000
米接力是由王濛和同为七台河人的孙琳琳获得，
是中国冬奥历史上第一个团体冠军。2016 年，于
威获得保加利亚世青赛男子 3000 米接力金牌，
成为七台河市第十位世界冠军，也是首位入选国
家男子短道速滑队的七台河籍运动员。如今，随
着 90 后小将范可新的崛起，更向世人展示出七
台河对短道速滑人才培养的能力，在 2017 年 3 月
结束的世锦赛上，范可新又一次站上了 500 米的
最高领奖台，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短道速滑领军
人物。

七台河现已获得世界级金牌 163 枚，国家级
金牌 420枚，15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冬奥金牌 6
枚，占中国冬奥金牌总数的二分之一，占中国短
道冬奥金牌总数的三分之二，是名副其实的“冠
军摇篮”。

七台河15年累计获
世界级金牌163枚

□齐轩 本报记者 文天心

今年 3月，维也纳世界冬季特奥会上，张杰的队员代表中国
获得了4金2银的优异成绩，这一优异成绩把七台河体育推向又一
新高。

3月27日，张杰带领她的爱徒们载誉归来。在鲜花和掌声中，
看到这些残障孩子的成长和康复，张杰疲惫的脸上写着满满的幸
福。

张杰，原国家女子短道速滑队队员，从七台河走出的第一个短
道速滑世界冠军，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特奥短道速滑队发起人
兼公益教练员。她情系残障孩子康复事业，用她的慈母心、无疆大
爱托起了这些折翼天使的特奥梦想。

“要为家乡的速滑事业做些事情”

七台河，有“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摇篮”的美誉。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至今，已经先后涌现出了大杨扬、王濛、范可欣、孙琳琳、于威
等一大批世界级短道速滑冠军，而张杰正是这个冠军群体的第一
人。

张杰在退役后曾旅居日本，在那些日子里，张杰和速滑教练出
身的丈夫董延海只要听说有中国队到日本比赛，不管多远、多忙，
都会赶过去为自己曾经的师妹、师弟们加油助威，在和他们分享夺
冠的喜悦后，他们总忘不了要和国家队的队员们聊一聊国家队的
训练情况，特别与是黑龙江籍和七台河籍运动员聊，他们总要加上
一句“人才储备咋样？”。每当听到他们说都好时，他们像自己得冠
军时一样击掌相庆；当听到家乡的后备人才减少时，让他们多了一
份牵挂和忧虑。

“张杰，该起床了，上冰训练！”“张杰，注意起跑、摆臂、往前
看！”“张杰，直道跟住、跟、跟！”“张杰，顶弧、内道、内道！”在无数个
夜里，恩师孟庆余的声音反复在梦里出现，每一次醒来张杰都和丈
夫说，我想孟老师了，他老了。

想回家，想干老本行。张杰说：“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家乡，
如果不能为家乡的速滑事业做一些工作，我将遗憾终生”。

2011年，在丈夫的支持下，张杰夫妇放弃了在日本已经稳定的
生活，回国在师妹大杨扬负责筹建、主管的“上海冰上运动基地”从
事管理和教练工作。2014年，七台河市短道速滑选材训练告急，张
杰夫妇闻讯后，不顾上海方面的盛情挽留，返回家乡，开始七台河
短道速滑基础选材教练工作。

在一次走访中，张杰夫妇走进了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看着
140多个残障孩子天真无邪的目光和康复的情况，勾起了张杰心中
无限波澜。

能不能把自己在冰上运动专业和在海外学到的残障人员康复
和保健知识结合起来，就地取材，组建一个特奥短道速滑队，让这
些折翼的天使也能走上冰场，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技能，增强自
信，畅享运动的快乐，达到运动康复的效果呢？

张杰的想法得到七台河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白兆祥的热烈回
应。张杰至今仍然无法忘记白校长质朴的话语：“那可太好了，只
要能让这些残障孩子平等地和健全人同去享受运动的快乐，让我
们做什么都行啊！”那一刻，张杰很欣慰也很感动，她觉得能在特奥
速滑这条道路上有所作为，就是对自己十年思乡的最好回报。

“让残障孩子在冰上创造生命奇迹”

最初训练的日子漫长艰辛，且结果不可预知。
在学校的支持下，张杰在全校140多名残障学生中精挑细选

出有活动能力，健康状况较好的26人做为试训队员，其中，唐氏综
合征4人，自闭症1人，多动症、精神障碍、行为障碍、智力低下16
人，听觉障碍5人。

第一堂训练课上，一群残障孩子有站立不稳的、有东张西望
的、有呵呵傻笑的、有自言自语的，有不停打扰别的小伙伴的，更多
的是茫然地看着教练不知所措，张杰觉着自己肩头陡然沉重起
来。她想，特奥教练和常规教练不同，最为关键的不是技术和力
量，而是事无巨细的陪伴和爱心，只有把孩子们视为珍宝般地爱护

和珍惜，让孩子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关怀，才可能达到预
期效果。

从此，为了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每次训练前，她都要精心打
扮一番，穿上可爱一点的运动服、化好妆、整理好发型。她说：“我
要让孩子们看到惹人喜爱的教练，我是他们的朋友。”有的孩子胆
小好哭，甚至一次训练课上哭十几次，她就每天扮演小白兔、大熊
猫等小动物，化好妆，带好道具，再把教女儿的故事书找出来，读透
几遍，再去训练。她记不得多少次了，女儿和她说，妈，我小时候，
你也没这么哄过我呀！我要参加中考了，他们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吗？一次，女儿正在写作业，张杰又化好了妆，扮成小动物，满心欢
喜地来到女儿面前，女儿看也不看，直接把作业本摔到地上，捂上
耳朵呜呜地哭起来。她再次带着愧疚走出家门……她知道，残障
孩子需要她这个“小动物”。不久，在她的建议下，学校专门购置了
色彩鲜艳的小跨栏、平衡球、标志桶、布带、梯格，孩子们乐此不疲，
参加训练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为了增强孩子对每一个动作的认知能力，让他们接受和掌
握，张杰需要无数次地讲解和大量示范。常用术语孩子无法接
受，她就把“你们慢跑三圈”这类口令改成“跑，慢”，简单易懂的语
言，收到了良好的训练效果。由于队里许多孩子身体和智力发育
的原因，除了几个听觉障碍的学生，其他孩子几乎都不会跑步。
26个孩子中有顺拐摆臂的，有连蹦带跳的，有只用一条腿蹦的，有
猫着腰边走边玩的，更有捂着胸和肚子一脸痛苦状的。智障学生
的接受能力和身体状况、体会能力和反应能力的低下，让陆地训
练课周期变得意想不到的漫长。张杰坦言，最开始的一段时间，
一堂训练课下来，自己都站立不稳，说不出话来，比自己在国家队
训练时都累。

2015年1月6日是孩子们第一堂冰上训练课。虽经多次陆上
训练，但初次上冰，孩子们面对冰鞋仍然束手无策，最初的冰上训
练可以用哭笑不得来形容。二十多个孩子一大半在冰上爬行，剩
下的可以扶着板墙一步一步挪，也有两个听障孩子能踉踉跄跄滑
行。每每看到一个个小脸儿吓得煞白的孩子，张杰恨不得把自己
分成26份，逐一照顾教习每一个孩子。

掌握穿冰鞋技能，是训练的重要手段之一。患有多动症的小
安民，拿起鞋带穿上鞋眼就手舞足蹈起来，张杰就形象地手把教他
说“小白兔要回家了，它的家在最里边，它呀，就一蹦一跳，过了好
多个门儿（穿过一个鞋眼），终于回家了。它多高兴啊！”小安民安

静了，认真地听着，很快就学会了。有时，张杰也把孩子家长请来
配合，逐一教孩子们穿系鞋带，体验陪伴和关爱的快乐，直到最后
站在冰场上试滑。家长们都说，张教练做的事比我们都细呀！

张杰说，训练这些孩子是铁棒磨针的细活，是牵着蜗牛散步的
节奏，随着智障孩子对滑冰运动的喜爱和深入，一定会影响和改变
他们的生活，提高和改善他们的智力，克服和纠正他们的自身缺
陷。只要长期坚持，用爱和陪伴，就会收获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残障人运动康复项目”

张杰深爱着这群残障孩子，她经常深入到每个队员家中家访，
关注这群孩子的成长。作为一名不拿一分钱薪水的公益教练，两
年多来，她先后为孩子们捐款、购置训练器材和学习用品累计3万
多元，而自己却不顾脚踝骨新伤套旧伤，连一双新冰鞋也舍不得
买。

孩子们经历了从冰上一步一步地挪到能像燕子一样飞，伴随
着喜悦和成长，孩子们也深深地爱上张杰，他们管张杰叫“教练妈
妈”。张杰给每一个孩子也都起了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昵称——

“大唐”、“小豆包”、“韩宝贝”……
从2014年10月至今，七台河特奥队用两年半的时间走完了国

内其它省市特奥队5年甚至10年才能走完的路。700多个日夜中，
张杰不知不觉写完了10本近1200多篇教学笔记，满满记录着特教
训练的点点滴滴。

为了增强训练的综合效果，张杰带着队员们每个月都到公共
场合拾垃圾，增强孩子们融入社会、参加公益的意识。组织残障队
员与正常队员进行“融合”比赛，增强孩子们的参与意识和比赛信
心。“教练妈妈”自己太慈爱，担心队里缺少阳刚和严厉，张杰就把
丈夫董延海教练请到队里，扮演“黑脸”，让小队员们感受紧张氛
围。邀请世界冠军范可欣到队中和残障孩子一同训练，增强孩子
们争创一流、攀登高峰的感知。

艰辛的付出终于换回令人振奋的收获。
2016年10月，经过层层测试和严格筛选，高萌、聂双月、唐春

雷3名队员入选国家特奥集训队，由张杰带队在四川成都统一集训
后，代表中国参加2017年奥地利维也纳世界冬季特殊奥运会。

消息传来，各级领导、老师和家长们都无比振奋，但参赛队员
们却无动于衷。“和谁比、比什么、为啥要比”，智障的孩子没有概
念。好容易解释明白了，孩子们又紧张了，拒绝上冰、害怕参赛。

为了消除孩子们的心理障碍，张杰对队员的照顾更精细了。天
天看冬奥会录像，让大家感受赛场氛围。唐春雷每训必摔，张杰就给
他设计慢中快三种比赛方案，告诉他只要听教练妈妈的话，比赛就一
定不会摔。从来不关心外界事物的高萌，赛前突然表现出头痛、食欲
下降、总是哭鼻子的情况，这是压力大的表现，同时这也是智障二级
孩子所不应该有的正常人反应。张杰看在眼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
的是孩子康复效果明显，担心的是怕影响正常比赛。为了消除高萌
的顾虑，张杰每天都和她一起吃住，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告诉她只要
听“教练妈妈”的话就一定能拿好成绩、拿世界冠军。

时间定格在2017年3月21日。在人声鼎沸的奥地利维也纳
第11届世界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111米决赛现场，来自中国七台
河的15岁特奥队员高萌却只听见教练妈妈的呼喊——稳住、稳住、
好、好、再稳一点！滑稳、冲线，高萌如一道闪电，以20秒982的成
绩勇夺本届特奥会中国首金，实现了七台河特奥冰雪项目金牌零
的突破！

随后，唐春雷夺得 500米和 333米两块金牌。聂双月在女子
333米中勇夺金牌。

首次参赛，4金2银。在今年的冬季特奥会上，张杰和她的队
员们谱写了七台河体育史上又一光辉篇章。

回望来路，张杰表示，家乡养育了我，国家培养了我，能在残障
孩子康复和特奥事业上为祖国、为家乡、为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追求和梦想。感谢各级党委政府给予
特教事业和特奥事业的支持，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工作
中来，让更多的残障孩子在运动中走向康复、融入社会、创造价值、
改写人生，在关爱和阳光下重新飞翔。

大爱无疆为折翼天使“特奥”圆梦
记七台河特奥短道速滑队公益教练张杰和她的队员们

张杰（左二）和她的获奖队员们在一起。

在本届冬特奥会上获
得 333 米金牌和 500 米银
牌的聂双月。

在本届冬特奥会上分别获得 333米和 500米两
枚金牌的唐春雷。

站在领奖台上的高萌在本届冬特奥会上获111米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此次获得的首块金牌。高萌还获得了222米银牌。

三名参加本届冬特奥会的队员。

“教练妈妈”张杰和队员们。

张杰（右一）在指导队员训练。


